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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九第九第九第九章章章章  古文古文古文古文變體變體變體變體產生的原因產生的原因產生的原因產生的原因  

從 個 別 情 況 而 言，任 何 一 件 文 學 作 品 都 是 一 種 文 體 的 結 構。從 個 別 情 況 而 言，任 何 一 件 文 學 作 品 都 是 一 種 文 體 的 結 構。從 個 別 情 況 而 言，任 何 一 件 文 學 作 品 都 是 一 種 文 體 的 結 構。從 個 別 情 況 而 言，任 何 一 件 文 學 作 品 都 是 一 種 文 體 的 結 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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體 的 研 究 主 要 是 研 究 組 合 成 文 學 作 品 的 字 和 字 在 作 品 中 如 何 結 合 在體 的 研 究 主 要 是 研 究 組 合 成 文 學 作 品 的 字 和 字 在 作 品 中 如 何 結 合 在體 的 研 究 主 要 是 研 究 組 合 成 文 學 作 品 的 字 和 字 在 作 品 中 如 何 結 合 在體 的 研 究 主 要 是 研 究 組 合 成 文 學 作 品 的 字 和 字 在 作 品 中 如 何 結 合 在

一 起 的 方 式 ， 以 及 所 呈 現 出 的 效 果 。 從 大 的 ， 也 就 是 群 體 的 角 度 來一 起 的 方 式 ， 以 及 所 呈 現 出 的 效 果 。 從 大 的 ， 也 就 是 群 體 的 角 度 來一 起 的 方 式 ， 以 及 所 呈 現 出 的 效 果 。 從 大 的 ， 也 就 是 群 體 的 角 度 來一 起 的 方 式 ， 以 及 所 呈 現 出 的 效 果 。 從 大 的 ， 也 就 是 群 體 的 角 度 來

看 ， 若 有 許 多 作 品 在 其 文 體 的 主 要 構 成 方 式 上 呈 現 出 相 同 的 特 色 ，看 ， 若 有 許 多 作 品 在 其 文 體 的 主 要 構 成 方 式 上 呈 現 出 相 同 的 特 色 ，看 ， 若 有 許 多 作 品 在 其 文 體 的 主 要 構 成 方 式 上 呈 現 出 相 同 的 特 色 ，看 ， 若 有 許 多 作 品 在 其 文 體 的 主 要 構 成 方 式 上 呈 現 出 相 同 的 特 色 ，

則 這 些 文 學 作 品 便 可 歸 納 為「 同 一 文 體 」。本 論 文 所 關 注 的，就 是 古則 這 些 文 學 作 品 便 可 歸 納 為「 同 一 文 體 」。本 論 文 所 關 注 的，就 是 古則 這 些 文 學 作 品 便 可 歸 納 為「 同 一 文 體 」。本 論 文 所 關 注 的，就 是 古則 這 些 文 學 作 品 便 可 歸 納 為「 同 一 文 體 」。本 論 文 所 關 注 的，就 是 古

典 文 章 中 的 一 種 既 定 的 寫 作 方 式 和 其 中 的 隱 性 規 範 ， 也 就 是 文 體 規典 文 章 中 的 一 種 既 定 的 寫 作 方 式 和 其 中 的 隱 性 規 範 ， 也 就 是 文 體 規典 文 章 中 的 一 種 既 定 的 寫 作 方 式 和 其 中 的 隱 性 規 範 ， 也 就 是 文 體 規典 文 章 中 的 一 種 既 定 的 寫 作 方 式 和 其 中 的 隱 性 規 範 ， 也 就 是 文 體 規

範 中 的 變 異 情 形。這 裡 所 謂「 隱 性 」，是 指 文 體 規 範 在 文 章 中 並 沒 有範 中 的 變 異 情 形。這 裡 所 謂「 隱 性 」，是 指 文 體 規 範 在 文 章 中 並 沒 有範 中 的 變 異 情 形。這 裡 所 謂「 隱 性 」，是 指 文 體 規 範 在 文 章 中 並 沒 有範 中 的 變 異 情 形。這 裡 所 謂「 隱 性 」，是 指 文 體 規 範 在 文 章 中 並 沒 有

具 體 顯 現 出 來 的 意 思 。 我 們 想 探 究 的 是 ， 當 有 許 多 文 學 作 品 在 文 體具 體 顯 現 出 來 的 意 思 。 我 們 想 探 究 的 是 ， 當 有 許 多 文 學 作 品 在 文 體具 體 顯 現 出 來 的 意 思 。 我 們 想 探 究 的 是 ， 當 有 許 多 文 學 作 品 在 文 體具 體 顯 現 出 來 的 意 思 。 我 們 想 探 究 的 是 ， 當 有 許 多 文 學 作 品 在 文 體

上 已 形 成 一 定 的 規上 已 形 成 一 定 的 規上 已 形 成 一 定 的 規上 已 形 成 一 定 的 規 範 時 ， 為 何 會 出 現 改 變 這 規 範 的 作 品 ， 也 就 是 古範 時 ， 為 何 會 出 現 改 變 這 規 範 的 作 品 ， 也 就 是 古範 時 ， 為 何 會 出 現 改 變 這 規 範 的 作 品 ， 也 就 是 古範 時 ， 為 何 會 出 現 改 變 這 規 範 的 作 品 ， 也 就 是 古

文文文文 變 體變 體變 體變 體 產 生 ？ 古 文產 生 ？ 古 文產 生 ？ 古 文產 生 ？ 古 文 變 體變 體變 體變 體 不 可 能 憑 空 出 現，既 然 說「 變 」，就 必 定 是「 有不 可 能 憑 空 出 現，既 然 說「 變 」，就 必 定 是「 有不 可 能 憑 空 出 現，既 然 說「 變 」，就 必 定 是「 有不 可 能 憑 空 出 現，既 然 說「 變 」，就 必 定 是「 有

中 生 變 」， 而 非 「 無 中 生 有 」。 換 言 之 ， 它 產 生 於 對 舊 有 古 文 文 體 的中 生 變 」， 而 非 「 無 中 生 有 」。 換 言 之 ， 它 產 生 於 對 舊 有 古 文 文 體 的中 生 變 」， 而 非 「 無 中 生 有 」。 換 言 之 ， 它 產 生 於 對 舊 有 古 文 文 體 的中 生 變 」， 而 非 「 無 中 生 有 」。 換 言 之 ， 它 產 生 於 對 舊 有 古 文 文 體 的

創 造 性 轉 化 中 。 若 說 文 體 規 範 本 身 是 一 套 有 系 統 的 建 構 ， 那 麼 古 文創 造 性 轉 化 中 。 若 說 文 體 規 範 本 身 是 一 套 有 系 統 的 建 構 ， 那 麼 古 文創 造 性 轉 化 中 。 若 說 文 體 規 範 本 身 是 一 套 有 系 統 的 建 構 ， 那 麼 古 文創 造 性 轉 化 中 。 若 說 文 體 規 範 本 身 是 一 套 有 系 統 的 建 構 ， 那 麼 古 文

變 體 或 可 說 是 對變 體 或 可 說 是 對變 體 或 可 說 是 對變 體 或 可 說 是 對 古 文古 文古 文古 文 正 體正 體正 體正 體 的 一 種 解 構 後 的 重 新 建 構。的 一 種 解 構 後 的 重 新 建 構。的 一 種 解 構 後 的 重 新 建 構。的 一 種 解 構 後 的 重 新 建 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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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 種 解 構 並 非這 種 解 構 並 非這 種 解 構 並 非這 種 解 構 並 非

                                                                                                                                                                                        

1
 陶東風提及：「什麼是文體？文體就是文學作品的話語體式，是文本的結構方式。陶東風提及：「什麼是文體？文體就是文學作品的話語體式，是文本的結構方式。陶東風提及：「什麼是文體？文體就是文學作品的話語體式，是文本的結構方式。陶東風提及：「什麼是文體？文體就是文學作品的話語體式，是文本的結構方式。如如如如果說，文本是一種特殊的符號結構，那麼，文體就是符號的編碼方式。『體式』一詞在果說，文本是一種特殊的符號結構，那麼，文體就是符號的編碼方式。『體式』一詞在果說，文本是一種特殊的符號結構，那麼，文體就是符號的編碼方式。『體式』一詞在果說，文本是一種特殊的符號結構，那麼，文體就是符號的編碼方式。『體式』一詞在此意在突出這種結構和編碼方式具有模型、範型的意味。因此，文體是一個揭示作品形此意在突出這種結構和編碼方式具有模型、範型的意味。因此，文體是一個揭示作品形此意在突出這種結構和編碼方式具有模型、範型的意味。因此，文體是一個揭示作品形此意在突出這種結構和編碼方式具有模型、範型的意味。因此，文體是一個揭示作品形式特徵的概念。」參見陶東風：《文體演變及其文化意味》（昆明：雲南人民出版社，式特徵的概念。」參見陶東風：《文體演變及其文化意味》（昆明：雲南人民出版社，式特徵的概念。」參見陶東風：《文體演變及其文化意味》（昆明：雲南人民出版社，式特徵的概念。」參見陶東風：《文體演變及其文化意味》（昆明：雲南人民出版社，1994），），），），

2 頁。對於文體這種「作品形式特徵」的說法，可說就是相近於我們一般認為的「文體頁。對於文體這種「作品形式特徵」的說法，可說就是相近於我們一般認為的「文體頁。對於文體這種「作品形式特徵」的說法，可說就是相近於我們一般認為的「文體頁。對於文體這種「作品形式特徵」的說法，可說就是相近於我們一般認為的「文體規範」。另外蔣原倫、潘凱雄說：「關於文體的總印象不外乎兩個方面：（規範」。另外蔣原倫、潘凱雄說：「關於文體的總印象不外乎兩個方面：（規範」。另外蔣原倫、潘凱雄說：「關於文體的總印象不外乎兩個方面：（規範」。另外蔣原倫、潘凱雄說：「關於文體的總印象不外乎兩個方面：（1）它體現出語）它體現出語）它體現出語）它體現出語言表達的方式和次序；（言表達的方式和次序；（言表達的方式和次序；（言表達的方式和次序；（2）它的產生取決於影響作者寫作的全部因素：情感的和理智的、）它的產生取決於影響作者寫作的全部因素：情感的和理智的、）它的產生取決於影響作者寫作的全部因素：情感的和理智的、）它的產生取決於影響作者寫作的全部因素：情感的和理智的、自我的和背景的。」參見蔣原倫、潘凱自我的和背景的。」參見蔣原倫、潘凱自我的和背景的。」參見蔣原倫、潘凱自我的和背景的。」參見蔣原倫、潘凱雄：《歷史描述與邏輯演繹雄：《歷史描述與邏輯演繹雄：《歷史描述與邏輯演繹雄：《歷史描述與邏輯演繹—文學批評文體論》文學批評文體論》文學批評文體論》文學批評文體論》（昆明：雲南人民出版社，（昆明：雲南人民出版社，（昆明：雲南人民出版社，（昆明：雲南人民出版社，1999 三刷），三刷），三刷），三刷），14 頁。頁。頁。頁。 
2
 陶東風：「新文體的產生如同新結構的建構，是對之前文體（結構）的創造性轉化。陶東風：「新文體的產生如同新結構的建構，是對之前文體（結構）的創造性轉化。陶東風：「新文體的產生如同新結構的建構，是對之前文體（結構）的創造性轉化。陶東風：「新文體的產生如同新結構的建構，是對之前文體（結構）的創造性轉化。這種創造既然是一種轉化，所以它並不是憑空進行的。」參見陶東風：《文體演變及其這種創造既然是一種轉化，所以它並不是憑空進行的。」參見陶東風：《文體演變及其這種創造既然是一種轉化，所以它並不是憑空進行的。」參見陶東風：《文體演變及其這種創造既然是一種轉化，所以它並不是憑空進行的。」參見陶東風：《文體演變及其文化意味》（昆明：雲南人民出版社，文化意味》（昆明：雲南人民出版社，文化意味》（昆明：雲南人民出版社，文化意味》（昆明：雲南人民出版社，1994），），），），33 頁。因為不是「憑空進行」的，就必頁。因為不是「憑空進行」的，就必頁。因為不是「憑空進行」的，就必頁。因為不是「憑空進行」的，就必定是有所根據，就是文中所說的「有中生變」，而不是「無中生有」，這是「變體」的基定是有所根據，就是文中所說的「有中生變」，而不是「無中生有」，這是「變體」的基定是有所根據，就是文中所說的「有中生變」，而不是「無中生有」，這是「變體」的基定是有所根據，就是文中所說的「有中生變」，而不是「無中生有」，這是「變體」的基

    



韓 愈 之 古 文 變 體 研 究韓 愈 之 古 文 變 體 研 究韓 愈 之 古 文 變 體 研 究韓 愈 之 古 文 變 體 研 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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破 壞 ， 而 是 重 新 建 設 ， 重 新 調 整 ， 是 創 作 者 的 一 種 嶄 新 的 嘗 試 。破 壞 ， 而 是 重 新 建 設 ， 重 新 調 整 ， 是 創 作 者 的 一 種 嶄 新 的 嘗 試 。破 壞 ， 而 是 重 新 建 設 ， 重 新 調 整 ， 是 創 作 者 的 一 種 嶄 新 的 嘗 試 。破 壞 ， 而 是 重 新 建 設 ， 重 新 調 整 ， 是 創 作 者 的 一 種 嶄 新 的 嘗 試 。     

所 謂 文 體 ， 是 指 寫 作 歷 史 發 展 中 逐 步 形 成 的 作 品 類 型 。 作 者 在所 謂 文 體 ， 是 指 寫 作 歷 史 發 展 中 逐 步 形 成 的 作 品 類 型 。 作 者 在所 謂 文 體 ， 是 指 寫 作 歷 史 發 展 中 逐 步 形 成 的 作 品 類 型 。 作 者 在所 謂 文 體 ， 是 指 寫 作 歷 史 發 展 中 逐 步 形 成 的 作 品 類 型 。 作 者 在

寫 作 時 ， 經 由 對 作 品 的 設 計 ， 讓 文 字 可 以 準 確 且 強 而 有 力 的 傳 達 作寫 作 時 ， 經 由 對 作 品 的 設 計 ， 讓 文 字 可 以 準 確 且 強 而 有 力 的 傳 達 作寫 作 時 ， 經 由 對 作 品 的 設 計 ， 讓 文 字 可 以 準 確 且 強 而 有 力 的 傳 達 作寫 作 時 ， 經 由 對 作 品 的 設 計 ， 讓 文 字 可 以 準 確 且 強 而 有 力 的 傳 達 作

者 的 思 想 或 情 感 ， 並 使 作 品 具 有 撼 動 讀 者 、 吸 引 讀 者 的 力 量 ， 這 種者 的 思 想 或 情 感 ， 並 使 作 品 具 有 撼 動 讀 者 、 吸 引 讀 者 的 力 量 ， 這 種者 的 思 想 或 情 感 ， 並 使 作 品 具 有 撼 動 讀 者 、 吸 引 讀 者 的 力 量 ， 這 種者 的 思 想 或 情 感 ， 並 使 作 品 具 有 撼 動 讀 者 、 吸 引 讀 者 的 力 量 ， 這 種

作作作作 品 使 讀 者 產 生 興 味 、 感 動 ， 乃 是 融 合 了 題 材 、 體 裁 … … 以 及 文 字品 使 讀 者 產 生 興 味 、 感 動 ， 乃 是 融 合 了 題 材 、 體 裁 … … 以 及 文 字品 使 讀 者 產 生 興 味 、 感 動 ， 乃 是 融 合 了 題 材 、 體 裁 … … 以 及 文 字品 使 讀 者 產 生 興 味 、 感 動 ， 乃 是 融 合 了 題 材 、 體 裁 … … 以 及 文 字

經 營 後 的 整 體 效 果 ， 當 這 種 效 果 ， 被 許 多 作 家 及 學 者 肯 定 後 ， 作 品經 營 後 的 整 體 效 果 ， 當 這 種 效 果 ， 被 許 多 作 家 及 學 者 肯 定 後 ， 作 品經 營 後 的 整 體 效 果 ， 當 這 種 效 果 ， 被 許 多 作 家 及 學 者 肯 定 後 ， 作 品經 營 後 的 整 體 效 果 ， 當 這 種 效 果 ， 被 許 多 作 家 及 學 者 肯 定 後 ， 作 品

的 形 構 每 每 會 逐 漸 穩 定 下 來 ， 而 成 為 一 種 在 把 握 現 實 生 活 上 頗 固 定的 形 構 每 每 會 逐 漸 穩 定 下 來 ， 而 成 為 一 種 在 把 握 現 實 生 活 上 頗 固 定的 形 構 每 每 會 逐 漸 穩 定 下 來 ， 而 成 為 一 種 在 把 握 現 實 生 活 上 頗 固 定的 形 構 每 每 會 逐 漸 穩 定 下 來 ， 而 成 為 一 種 在 把 握 現 實 生 活 上 頗 固 定

的 言 說 形 式 。 因 此 ， 它 乃 兼 具 了 「 藝 術 的 記 憶 」 和 「 經 久 不 衰 」 的的 言 說 形 式 。 因 此 ， 它 乃 兼 具 了 「 藝 術 的 記 憶 」 和 「 經 久 不 衰 」 的的 言 說 形 式 。 因 此 ， 它 乃 兼 具 了 「 藝 術 的 記 憶 」 和 「 經 久 不 衰 」 的的 言 說 形 式 。 因 此 ， 它 乃 兼 具 了 「 藝 術 的 記 憶 」 和 「 經 久 不 衰 」 的

特 質。特 質。特 質。特 質。
3
換 言 之，若 從 形 成 的 過 程 來 看，先 是 有 作 者 將 其 所 感 所 思 以換 言 之，若 從 形 成 的 過 程 來 看，先 是 有 作 者 將 其 所 感 所 思 以換 言 之，若 從 形 成 的 過 程 來 看，先 是 有 作 者 將 其 所 感 所 思 以換 言 之，若 從 形 成 的 過 程 來 看，先 是 有 作 者 將 其 所 感 所 思 以

文 字 藉 某 種 形 式 表 現 於 作 品 中 ， 然 後 ， 到 了 相 同 形 式 之 作 品 累 積 到文 字 藉 某 種 形 式 表 現 於 作 品 中 ， 然 後 ， 到 了 相 同 形 式 之 作 品 累 積 到文 字 藉 某 種 形 式 表 現 於 作 品 中 ， 然 後 ， 到 了 相 同 形 式 之 作 品 累 積 到文 字 藉 某 種 形 式 表 現 於 作 品 中 ， 然 後 ， 到 了 相 同 形 式 之 作 品 累 積 到

一 定 的 數 量 後 ， 便 漸 漸 被 歸 納 成 一 文 類 。 據 此 ， 可 知 文 體 規 範 實 具一 定 的 數 量 後 ， 便 漸 漸 被 歸 納 成 一 文 類 。 據 此 ， 可 知 文 體 規 範 實 具一 定 的 數 量 後 ， 便 漸 漸 被 歸 納 成 一 文 類 。 據 此 ， 可 知 文 體 規 範 實 具一 定 的 數 量 後 ， 便 漸 漸 被 歸 納 成 一 文 類 。 據 此 ， 可 知 文 體 規 範 實 具

有 後 設 性 。 一 種 文 體 規 範 成 型 後 ， 不 但 後 來 的 創 作 者 可 依 循 這 樣 的有 後 設 性 。 一 種 文 體 規 範 成 型 後 ， 不 但 後 來 的 創 作 者 可 依 循 這 樣 的有 後 設 性 。 一 種 文 體 規 範 成 型 後 ， 不 但 後 來 的 創 作 者 可 依 循 這 樣 的有 後 設 性 。 一 種 文 體 規 範 成 型 後 ， 不 但 後 來 的 創 作 者 可 依 循 這 樣 的

文 體 規 範 來 創 作 ， 讀 者 也 可 在 此 文 體 規 範 下 瞭 解 欣 賞 和文 體 規 範 來 創 作 ， 讀 者 也 可 在 此 文 體 規 範 下 瞭 解 欣 賞 和文 體 規 範 來 創 作 ， 讀 者 也 可 在 此 文 體 規 範 下 瞭 解 欣 賞 和文 體 規 範 來 創 作 ， 讀 者 也 可 在 此 文 體 規 範 下 瞭 解 欣 賞 和 批 評 此 類 作批 評 此 類 作批 評 此 類 作批 評 此 類 作

品 ， 於 是 此 規 範 又 具 有 前 定 性 ， 可 以 指 導 文 學 作 品 的 產 生 。 不 過 ，品 ， 於 是 此 規 範 又 具 有 前 定 性 ， 可 以 指 導 文 學 作 品 的 產 生 。 不 過 ，品 ， 於 是 此 規 範 又 具 有 前 定 性 ， 可 以 指 導 文 學 作 品 的 產 生 。 不 過 ，品 ， 於 是 此 規 範 又 具 有 前 定 性 ， 可 以 指 導 文 學 作 品 的 產 生 。 不 過 ，

上 述 這 兩 種 特 性 並 不 具 有 強 制 約 束 性 ， 只 是 作 者 在 寫 作 此 文 體 作 品上 述 這 兩 種 特 性 並 不 具 有 強 制 約 束 性 ， 只 是 作 者 在 寫 作 此 文 體 作 品上 述 這 兩 種 特 性 並 不 具 有 強 制 約 束 性 ， 只 是 作 者 在 寫 作 此 文 體 作 品上 述 這 兩 種 特 性 並 不 具 有 強 制 約 束 性 ， 只 是 作 者 在 寫 作 此 文 體 作 品

時 ， 自 然 會 考 慮 其 文 體 規 範 ， 讀 者 亦 因 對 此 作 品 之 文 體 規 範 有 所 了時 ， 自 然 會 考 慮 其 文 體 規 範 ， 讀 者 亦 因 對 此 作 品 之 文 體 規 範 有 所 了時 ， 自 然 會 考 慮 其 文 體 規 範 ， 讀 者 亦 因 對 此 作 品 之 文 體 規 範 有 所 了時 ， 自 然 會 考 慮 其 文 體 規 範 ， 讀 者 亦 因 對 此 作 品 之 文 體 規 範 有 所 了

解 ， 而 有 期 待 心解 ， 而 有 期 待 心解 ， 而 有 期 待 心解 ， 而 有 期 待 心理理理理。 何。 何。 何。 何鎮邦鎮邦鎮邦鎮邦說說說說：：：：     

文學形式變革或演進的根據大體有以下幾個方面：第一，文文學形式變革或演進的根據大體有以下幾個方面：第一，文文學形式變革或演進的根據大體有以下幾個方面：第一，文文學形式變革或演進的根據大體有以下幾個方面：第一，文

                                                                                                                                                                                                                                                                                                                                                                                                                                                                                                                                        本概念。對於變體這種解構原先文體規範的情形，我們或許可以用游志誠對黃季剛解封本概念。對於變體這種解構原先文體規範的情形，我們或許可以用游志誠對黃季剛解封本概念。對於變體這種解構原先文體規範的情形，我們或許可以用游志誠對黃季剛解封本概念。對於變體這種解構原先文體規範的情形，我們或許可以用游志誠對黃季剛解封禪為諷諫託喻的理由提出的說明作禪為諷諫託喻的理由提出的說明作禪為諷諫託喻的理由提出的說明作禪為諷諫託喻的理由提出的說明作一解釋：「在此，文類也自行破解其文類體制與體制一解釋：「在此，文類也自行破解其文類體制與體制一解釋：「在此，文類也自行破解其文類體制與體制一解釋：「在此，文類也自行破解其文類體制與體制下之內容意義，分出文類的連鎖反義，正文因之又多了一環意義鏈。文類在此破解下之內容意義，分出文類的連鎖反義，正文因之又多了一環意義鏈。文類在此破解下之內容意義，分出文類的連鎖反義，正文因之又多了一環意義鏈。文類在此破解下之內容意義，分出文類的連鎖反義，正文因之又多了一環意義鏈。文類在此破解—重重重重建的構設中，增大了文類的苑囿，豐富了文類的內容一旦繼續演化生成，極有可能一種建的構設中，增大了文類的苑囿，豐富了文類的內容一旦繼續演化生成，極有可能一種建的構設中，增大了文類的苑囿，豐富了文類的內容一旦繼續演化生成，極有可能一種建的構設中，增大了文類的苑囿，豐富了文類的內容一旦繼續演化生成，極有可能一種交溶之後的新文類就告成了。」參見游志誠：〈中國古典文論中文類批評的方法〉（《中交溶之後的新文類就告成了。」參見游志誠：〈中國古典文論中文類批評的方法〉（《中交溶之後的新文類就告成了。」參見游志誠：〈中國古典文論中文類批評的方法〉（《中交溶之後的新文類就告成了。」參見游志誠：〈中國古典文論中文類批評的方法〉（《中外文學》，第外文學》，第外文學》，第外文學》，第 12 卷第卷第卷第卷第 7 期），期），期），期），1991 年，年，年，年，100 頁。頁。頁。頁。 
3
 錢錢錢錢中文中文中文中文:《文學理論《文學理論《文學理論《文學理論發展發展發展發展論》論》論》論》(北京北京北京北京:社社社社會科會科會科會科學文學文學文學文獻獻獻獻出版社，出版社，出版社，出版社，1989 年年年年)，，，，156 頁。頁。頁。頁。 



第 九 章第 九 章第 九 章第 九 章     古 文 變 體 產 生 的 原 因古 文 變 體 產 生 的 原 因古 文 變 體 產 生 的 原 因古 文 變 體 產 生 的 原 因         

    {{{{P A G E   P A G E   P A G E   P A G E   }}}}    

學觀念的變化，尤其是作家這個創作主體審美觀念的變化，學觀念的變化，尤其是作家這個創作主體審美觀念的變化，學觀念的變化，尤其是作家這個創作主體審美觀念的變化，學觀念的變化，尤其是作家這個創作主體審美觀念的變化，

這是一個重要的前提，或者說是主觀的根據。第二，內容與這是一個重要的前提，或者說是主觀的根據。第二，內容與這是一個重要的前提，或者說是主觀的根據。第二，內容與這是一個重要的前提，或者說是主觀的根據。第二，內容與

形式的不相適應，或者它們之間矛盾激化。……這種內容與形式的不相適應，或者它們之間矛盾激化。……這種內容與形式的不相適應，或者它們之間矛盾激化。……這種內容與形式的不相適應，或者它們之間矛盾激化。……這種內容與

形式的矛盾是推動文學形式不斷演變的動力。第三，外來文形式的矛盾是推動文學形式不斷演變的動力。第三，外來文形式的矛盾是推動文學形式不斷演變的動力。第三，外來文形式的矛盾是推動文學形式不斷演變的動力。第三，外來文

學形式的影響，給作家們提供了進行文學形學形式的影響，給作家們提供了進行文學形學形式的影響，給作家們提供了進行文學形學形式的影響，給作家們提供了進行文學形式創造的更廣的式創造的更廣的式創造的更廣的式創造的更廣的

參照系，這也是推動文學形式變化的一個客觀因素。……就參照系，這也是推動文學形式變化的一個客觀因素。……就參照系，這也是推動文學形式變化的一個客觀因素。……就參照系，這也是推動文學形式變化的一個客觀因素。……就

文學形式本身來說，不斷的變化和創造，也可以使某種文學文學形式本身來說，不斷的變化和創造，也可以使某種文學文學形式本身來說，不斷的變化和創造，也可以使某種文學文學形式本身來說，不斷的變化和創造，也可以使某種文學

形式更加豐富、更加完美起來。形式更加豐富、更加完美起來。形式更加豐富、更加完美起來。形式更加豐富、更加完美起來。
4
    

我 們 可 以 把我 們 可 以 把我 們 可 以 把我 們 可 以 把他他他他所 說 的所 說 的所 說 的所 說 的第第第第一一一一點點點點歸 為 作 家 因歸 為 作 家 因歸 為 作 家 因歸 為 作 家 因素素素素，，，，第二點第二點第二點第二點歸 為 文 體 因歸 為 文 體 因歸 為 文 體 因歸 為 文 體 因素素素素，，，，

第三點第三點第三點第三點則 兼 及 文 體 和 作 家 因則 兼 及 文 體 和 作 家 因則 兼 及 文 體 和 作 家 因則 兼 及 文 體 和 作 家 因素素素素。。。。 同 時 ， 也 不同 時 ， 也 不同 時 ， 也 不同 時 ， 也 不應忽略應忽略應忽略應忽略讀 者 因讀 者 因讀 者 因讀 者 因素素素素， 文 學， 文 學， 文 學， 文 學

作 品 由 作 者 創 作 而 形 成 ， 並作 品 由 作 者 創 作 而 形 成 ， 並作 品 由 作 者 創 作 而 形 成 ， 並作 品 由 作 者 創 作 而 形 成 ， 並供供供供讀 者讀 者讀 者讀 者閱閱閱閱讀 的 關讀 的 關讀 的 關讀 的 關係係係係。 據 此 ， 本 論 文 將 從。 據 此 ， 本 論 文 將 從。 據 此 ， 本 論 文 將 從。 據 此 ， 本 論 文 將 從

文 體 規 範 、 作 者 和 讀 者文 體 規 範 、 作 者 和 讀 者文 體 規 範 、 作 者 和 讀 者文 體 規 範 、 作 者 和 讀 者三三三三方方方方面面面面來 探來 探來 探來 探討討討討古 文古 文古 文古 文 變 體變 體變 體變 體 產 生 的產 生 的產 生 的產 生 的原原原原因 ， 然 後因 ， 然 後因 ， 然 後因 ， 然 後再再再再

據 此 探據 此 探據 此 探據 此 探討韓愈討韓愈討韓愈討韓愈古 文古 文古 文古 文 變 體變 體變 體變 體 產 生產 生產 生產 生原原原原因 。因 。因 。因 。     

    

第一節第一節第一節第一節  文體規範因素文體規範因素文體規範因素文體規範因素  

壹、壹、壹、壹、從從從從文體規範的產生文體規範的產生文體規範的產生文體規範的產生狀況而論狀況而論狀況而論狀況而論  

文 學 作 品文 學 作 品文 學 作 品文 學 作 品雖雖雖雖是 由 作 家是 由 作 家是 由 作 家是 由 作 家獨獨獨獨力力力力完完完完成 ， 但 其 所成 ， 但 其 所成 ， 但 其 所成 ， 但 其 所屬屬屬屬的 文 體 規的 文 體 規的 文 體 規的 文 體 規 範範範範卻常卻常卻常卻常是是是是他他他他

在 寫 作 前 就 已 在在 寫 作 前 就 已 在在 寫 作 前 就 已 在在 寫 作 前 就 已 在社社社社會 約 定會 約 定會 約 定會 約 定俗俗俗俗成 下，自 成 系 統。成 下，自 成 系 統。成 下，自 成 系 統。成 下，自 成 系 統。
5
這 一 系 統，這 一 系 統，這 一 系 統，這 一 系 統，即即即即為 文 體。為 文 體。為 文 體。為 文 體。

                                                                                                                                                                                        

4
 何鎮邦何鎮邦何鎮邦何鎮邦：《文體的自：《文體的自：《文體的自：《文體的自覺覺覺覺與與與與抉擇抉擇抉擇抉擇》（》（》（》（北京北京北京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人民文學出版社，：人民文學出版社，：人民文學出版社，1995），），），），12 頁。頁。頁。頁。 

5
 童慶炳童慶炳童慶炳童慶炳：「文學類型：「文學類型：「文學類型：「文學類型的體式規範，一般的體式規範，一般的體式規範，一般的體式規範，一般地地地地說是由說是由說是由說是由某某某某種類型作品的基本種類型作品的基本種類型作品的基本種類型作品的基本要要要要素的特殊結素的特殊結素的特殊結素的特殊結合合合合而構成的。這種基本而構成的。這種基本而構成的。這種基本而構成的。這種基本要要要要素的特殊結素的特殊結素的特殊結素的特殊結合合合合，一般，一般，一般，一般地地地地說不是由個說不是由個說不是由個說不是由個別別別別作作作作家家家家人為人為人為人為營營營營造的結果，而是造的結果，而是造的結果，而是造的結果，而是人類人類人類人類長長長長期文學期文學期文學期文學實踐實踐實踐實踐的產的產的產的產物物物物。它的成。它的成。它的成。它的成熟熟熟熟有一個有一個有一個有一個漫長漫長漫長漫長的歷史進的歷史進的歷史進的歷史進程程程程，是，是，是，是逐步完逐步完逐步完逐步完成的。」參見成的。」參見成的。」參見成的。」參見童童童童慶炳慶炳慶炳慶炳：《文體與文體的創造》（昆明：雲南人民出版社，：《文體與文體的創造》（昆明：雲南人民出版社，：《文體與文體的創造》（昆明：雲南人民出版社，：《文體與文體的創造》（昆明：雲南人民出版社，1999 三刷），三刷），三刷），三刷），103 頁。「文學類型頁。「文學類型頁。「文學類型頁。「文學類型

    



韓 愈 之 古 文 變 體 研 究韓 愈 之 古 文 變 體 研 究韓 愈 之 古 文 變 體 研 究韓 愈 之 古 文 變 體 研 究         

    {{{{P A G E   P A G E   P A G E   P A G E   }}}}    

顏崑陽顏崑陽顏崑陽顏崑陽說說說說：：：：「 在 文 體「 在 文 體「 在 文 體「 在 文 體尚未尚未尚未尚未被被被被全面反省全面反省全面反省全面反省而而而而給予給予給予給予規 定 之 前，可 謂 之規 定 之 前，可 謂 之規 定 之 前，可 謂 之規 定 之 前，可 謂 之『『『『創 造創 造創 造創 造

階段』階段』階段』階段』… … 但… … 但… … 但… … 但等等等等到 一 種 文 體 已 被到 一 種 文 體 已 被到 一 種 文 體 已 被到 一 種 文 體 已 被全面反省全面反省全面反省全面反省而而而而給予給予給予給予規 定 之 後 ， 它 便 形規 定 之 後 ， 它 便 形規 定 之 後 ， 它 便 形規 定 之 後 ， 它 便 形

成成成成客觀客觀客觀客觀的 規 範 性 ， 可 謂 之的 規 範 性 ， 可 謂 之的 規 範 性 ， 可 謂 之的 規 範 性 ， 可 謂 之『『『『規 範規 範規 範規 範階段』階段』階段』階段』。 」。 」。 」。 」
6
而 本 章而 本 章而 本 章而 本 章節節節節主 要 則 是主 要 則 是主 要 則 是主 要 則 是針針針針對對對對

「 創 造「 創 造「 創 造「 創 造階段階段階段階段」， 也 就 是 文 學 規 範 的 產 生」， 也 就 是 文 學 規 範 的 產 生」， 也 就 是 文 學 規 範 的 產 生」， 也 就 是 文 學 規 範 的 產 生進行討進行討進行討進行討論 。論 。論 。論 。     

判判判判別 「 創 造別 「 創 造別 「 創 造別 「 創 造階段階段階段階段」」」」與與與與「 規 範「 規 範「 規 範「 規 範階段階段階段階段」 的」 的」 的」 的最最最最重 要 因重 要 因重 要 因重 要 因素素素素有有有有二：二：二：二：一 是 作一 是 作一 是 作一 是 作

品 數 量 ，品 數 量 ，品 數 量 ，品 數 量 ，二二二二是 時是 時是 時是 時間間間間。 因 為。 因 為。 因 為。 因 為須須須須積 累 到 相 當 數 量 ， 這 一 形 式 的 文 學 作 品積 累 到 相 當 數 量 ， 這 一 形 式 的 文 學 作 品積 累 到 相 當 數 量 ， 這 一 形 式 的 文 學 作 品積 累 到 相 當 數 量 ， 這 一 形 式 的 文 學 作 品

方 能 引 起方 能 引 起方 能 引 起方 能 引 起普遍普遍普遍普遍的 注 意的 注 意的 注 意的 注 意；；；；同 時 ，同 時 ，同 時 ，同 時 ，須須須須經 過 時經 過 時經 過 時經 過 時間間間間的的的的洗禮洗禮洗禮洗禮， 這 一 形 式 的 文 學， 這 一 形 式 的 文 學， 這 一 形 式 的 文 學， 這 一 形 式 的 文 學

作 品 之作 品 之作 品 之作 品 之共共共共性性性性才才才才能 顯 現 出 來，而 形 成 規 範。能 顯 現 出 來，而 形 成 規 範。能 顯 現 出 來，而 形 成 規 範。能 顯 現 出 來，而 形 成 規 範。
7
以 我以 我以 我以 我國國國國古古古古 文 文 體 為文 文 體 為文 文 體 為文 文 體 為例例例例，所，所，所，所

謂「 創 造謂「 創 造謂「 創 造謂「 創 造階段階段階段階段」，是 一」，是 一」，是 一」，是 一漫長漫長漫長漫長的 時的 時的 時的 時間間間間，在，在，在，在漢魏漢魏漢魏漢魏以 前，文 體以 前，文 體以 前，文 體以 前，文 體較較較較沒 有沒 有沒 有沒 有明明明明確 的確 的確 的確 的

文 體 規 範 ， 也 沒 有文 體 規 範 ， 也 沒 有文 體 規 範 ， 也 沒 有文 體 規 範 ， 也 沒 有明明明明顯 的 文 體 特顯 的 文 體 特顯 的 文 體 特顯 的 文 體 特徵徵徵徵， 古 文 文 體 的 體 類 也 不 多 。 到 了， 古 文 文 體 的 體 類 也 不 多 。 到 了， 古 文 文 體 的 體 類 也 不 多 。 到 了， 古 文 文 體 的 體 類 也 不 多 。 到 了

六朝六朝六朝六朝時，文 學 的時，文 學 的時，文 學 的時，文 學 的觀念才觀念才觀念才觀念才逐 漸逐 漸逐 漸逐 漸明晰明晰明晰明晰。。。。薛鳳昌〈薛鳳昌〈薛鳳昌〈薛鳳昌〈文 體 論文 體 論文 體 論文 體 論序〉序〉序〉序〉說說說說：：：：「「「「漢魏漢魏漢魏漢魏以以以以

上 文 多 創 體，上 文 多 創 體，上 文 多 創 體，上 文 多 創 體，漢魏漢魏漢魏漢魏以 下 文 多 因 體 」，以 下 文 多 因 體 」，以 下 文 多 因 體 」，以 下 文 多 因 體 」，
8
即明白即明白即明白即明白指 出，每 一 種 文 體 的「創指 出，每 一 種 文 體 的「創指 出，每 一 種 文 體 的「創指 出，每 一 種 文 體 的「創

                                                                                                                                                                                                                                                                                                                                                                                                                                                                                                                                        的體式規範」，就是相近於本論文所說的「文體規範」，因為是「人類的體式規範」，就是相近於本論文所說的「文體規範」，因為是「人類的體式規範」，就是相近於本論文所說的「文體規範」，因為是「人類的體式規範」，就是相近於本論文所說的「文體規範」，因為是「人類長長長長期文學期文學期文學期文學實踐實踐實踐實踐的產的產的產的產物物物物」，所以可」，所以可」，所以可」，所以可知時間知時間知時間知時間是一重是一重是一重是一重要要要要因素，也可因素，也可因素，也可因素，也可證證證證明文體規範是具有後設的性明文體規範是具有後設的性明文體規範是具有後設的性明文體規範是具有後設的性質質質質，是在文學作，是在文學作，是在文學作，是在文學作品之後而產生的。品之後而產生的。品之後而產生的。品之後而產生的。 
6
 顏崑陽顏崑陽顏崑陽顏崑陽：〈論文：〈論文：〈論文：〈論文心雕龍心雕龍心雕龍心雕龍「「「「辯證辯證辯證辯證性的文體性的文體性的文體性的文體觀觀觀觀念念念念架架架架構構構構」〉」〉」〉」〉收入收入收入收入所所所所著著著著《《《《六朝六朝六朝六朝文學文學文學文學觀觀觀觀念論念論念論念論叢叢叢叢》（》（》（》（台台台台北北北北：正中：正中：正中：正中書局書局書局書局，，，，1993），），），），103-104 頁。頁。頁。頁。 

7
 同同同同上註上註上註上註，，，，106 頁，頁，頁，頁，顏氏顏氏顏氏顏氏提及：「提及：「提及：「提及：「西西西西方的文體學，方的文體學，方的文體學，方的文體學，常考慮到常考慮到常考慮到常考慮到語言學的方法，語言學的方法，語言學的方法，語言學的方法，但卻但卻但卻但卻與一般與一般與一般與一般普普普普通通通通語言學語言學語言學語言學甚少甚少甚少甚少關關關關係係係係，而，而，而，而被視被視被視被視為特殊的歷史語言學。為特殊的歷史語言學。為特殊的歷史語言學。為特殊的歷史語言學。抽掉抽掉抽掉抽掉歷史歷史歷史歷史時間時間時間時間因素，根本無法成因素，根本無法成因素，根本無法成因素，根本無法成立立立立文文文文體體體體知識知識知識知識。」在此。」在此。」在此。」在此時間時間時間時間因素因素因素因素被更加被更加被更加被更加重重重重視視視視的提出的提出的提出的提出來來來來。。。。 

8
 薛鳳昌薛鳳昌薛鳳昌薛鳳昌：《文體論：《文體論：《文體論：《文體論‧‧‧‧序》（序》（序》（序》（台北台北台北台北：：：：商務商務商務商務印印印印書館書館書館書館，，，，1998 台二台二台二台二版）；另外版）；另外版）；另外版）；另外王更王更王更王更生認為其原因生認為其原因生認為其原因生認為其原因為：「為：「為：「為：「蓋漢魏蓋漢魏蓋漢魏蓋漢魏以以以以上上上上之文章，無論是之文章，無論是之文章，無論是之文章，無論是經經經經典、史典、史典、史典、史傳傳傳傳、、、、諸子諸子諸子諸子無不無不無不無不戛戛獨戛戛獨戛戛獨戛戛獨造，一空造，一空造，一空造，一空依傍依傍依傍依傍，，，，各各各各具面具面具面具面貌貌貌貌。其所以如此者，有兩大原因：一是先。其所以如此者，有兩大原因：一是先。其所以如此者，有兩大原因：一是先。其所以如此者，有兩大原因：一是先秦思想活躍秦思想活躍秦思想活躍秦思想活躍，，，，百家競鳴百家競鳴百家競鳴百家競鳴，不因，不因，不因，不因襲襲襲襲，不，不，不，不雷雷雷雷同，有同，有同，有同，有獨獨獨獨創創創創精神精神精神精神。。。。……二……二……二……二是無現成的文體可是無現成的文體可是無現成的文體可是無現成的文體可供供供供模模模模仿仿仿仿，因，因，因，因當時當時當時當時作者有一種情意，就有一種文章。作者有一種情意，就有一種文章。作者有一種情意，就有一種文章。作者有一種情意，就有一種文章。不是先有文體而後有文章，而是先有文章，而後不是先有文體而後有文章，而是先有文章，而後不是先有文體而後有文章，而是先有文章，而後不是先有文體而後有文章，而是先有文章，而後始始始始有文體，所有文體，所有文體，所有文體，所謂謂謂謂『文成體『文成體『文成體『文成體立立立立』者是也。」』者是也。」』者是也。」』者是也。」參見參見參見參見王更王更王更王更生：〈論我國古生：〈論我國古生：〈論我國古生：〈論我國古今散今散今散今散文體類分文體類分文體類分文體類分合合合合之之之之價值價值價值價值原原原原則則則則及方法〉（《及方法〉（《及方法〉（《及方法〉（《孔孟孔孟孔孟孔孟學學學學報報報報》第》第》第》第 54 期，期，期，期，1987年年年年 9 月月月月），），），），160 頁。頁。頁。頁。要補充要補充要補充要補充說明的是，不說明的是，不說明的是，不說明的是，不只只只只是因為「作者有一種情意，就有一種文章」，是因為「作者有一種情意，就有一種文章」，是因為「作者有一種情意，就有一種文章」，是因為「作者有一種情意，就有一種文章」，有有有有時時時時是因為有是因為有是因為有是因為有功功功功能能能能運運運運用用用用上上上上的的的的需求需求需求需求，而產生文體。這在古文創作，而產生文體。這在古文創作，而產生文體。這在古文創作，而產生文體。這在古文創作上十上十上十上十分分分分常常常常見，古文是一種見，古文是一種見，古文是一種見，古文是一種
    



第 九 章第 九 章第 九 章第 九 章     古 文 變 體 產 生 的 原 因古 文 變 體 產 生 的 原 因古 文 變 體 產 生 的 原 因古 文 變 體 產 生 的 原 因         

    {{{{P A G E   P A G E   P A G E   P A G E   }}}}    

造造造造階段階段階段階段」 都 是 一」 都 是 一」 都 是 一」 都 是 一段漫長段漫長段漫長段漫長的 過 程 。 到的 過 程 。 到的 過 程 。 到的 過 程 。 到魏晉魏晉魏晉魏晉時 ， 某 些 古 文 體 類 的 文 體 規時 ， 某 些 古 文 體 類 的 文 體 規時 ， 某 些 古 文 體 類 的 文 體 規時 ， 某 些 古 文 體 類 的 文 體 規

範 已範 已範 已範 已十分清楚十分清楚十分清楚十分清楚， 但 也 有 一 些 古 文 體 類 到， 但 也 有 一 些 古 文 體 類 到， 但 也 有 一 些 古 文 體 類 到， 但 也 有 一 些 古 文 體 類 到魏晉魏晉魏晉魏晉之 後之 後之 後之 後才才才才漸 漸 成 形 。 而 到漸 漸 成 形 。 而 到漸 漸 成 形 。 而 到漸 漸 成 形 。 而 到

了了了了唐代唐代唐代唐代， 大， 大， 大， 大部分部分部分部分古 文 體 類 的 文 體 規 範 則 已 經 成 形 ， 所 以 可古 文 體 類 的 文 體 規 範 則 已 經 成 形 ， 所 以 可古 文 體 類 的 文 體 規 範 則 已 經 成 形 ， 所 以 可古 文 體 類 的 文 體 規 範 則 已 經 成 形 ， 所 以 可稱稱稱稱為 「 規為 「 規為 「 規為 「 規

範範範範階段階段階段階段」，在 這 情 形 下，」，在 這 情 形 下，」，在 這 情 形 下，」，在 這 情 形 下，韓愈韓愈韓愈韓愈的 某 些 古 文 作 品，因 不的 某 些 古 文 作 品，因 不的 某 些 古 文 作 品，因 不的 某 些 古 文 作 品，因 不符符符符合 這 些 古 文 體合 這 些 古 文 體合 這 些 古 文 體合 這 些 古 文 體

類 的 文 體 規 範 ， 所 以 就 可類 的 文 體 規 範 ， 所 以 就 可類 的 文 體 規 範 ， 所 以 就 可類 的 文 體 規 範 ， 所 以 就 可稱稱稱稱為 「 古 文為 「 古 文為 「 古 文為 「 古 文 變 體變 體變 體變 體 」。」。」。」。     

    

貳、貳、貳、貳、以以以以文體規範的本質文體規範的本質文體規範的本質文體規範的本質而論而論而論而論  

進入討進入討進入討進入討論 文 學 規 範 的 本 質 ， 就 必論 文 學 規 範 的 本 質 ， 就 必論 文 學 規 範 的 本 質 ， 就 必論 文 學 規 範 的 本 質 ， 就 必須須須須注 意 到 前注 意 到 前注 意 到 前注 意 到 前面面面面所所所所提提提提的 「 規 範的 「 規 範的 「 規 範的 「 規 範階階階階

段段段段」，「 規 範」，「 規 範」，「 規 範」，「 規 範階段階段階段階段」 和 「 創 造」 和 「 創 造」 和 「 創 造」 和 「 創 造階段階段階段階段」 其 實 並 無」 其 實 並 無」 其 實 並 無」 其 實 並 無法截法截法截法截然然然然劃分劃分劃分劃分。。。。王水照王水照王水照王水照說說說說

得好：得好：得好：得好：「「「「各各各各種 文 體 的 體 式 規 範、結 構 形種 文 體 的 體 式 規 範、結 構 形種 文 體 的 體 式 規 範、結 構 形種 文 體 的 體 式 規 範、結 構 形態態態態、文 學 特、文 學 特、文 學 特、文 學 特徵徵徵徵和 不 同和 不 同和 不 同和 不 同功功功功能 的 形能 的 形能 的 形能 的 形

成 ， 不 是 個 別 作 家成 ， 不 是 個 別 作 家成 ， 不 是 個 別 作 家成 ， 不 是 個 別 作 家人人人人為 營 造 的 結 果 ， 而 是為 營 造 的 結 果 ， 而 是為 營 造 的 結 果 ， 而 是為 營 造 的 結 果 ， 而 是長長長長期 文 學 實期 文 學 實期 文 學 實期 文 學 實踐踐踐踐的 產的 產的 產的 產物物物物， 因， 因， 因， 因

而 具 有 穩 定 性而 具 有 穩 定 性而 具 有 穩 定 性而 具 有 穩 定 性；；；；然 而 ， 這 種 穩 定 性然 而 ， 這 種 穩 定 性然 而 ， 這 種 穩 定 性然 而 ， 這 種 穩 定 性卻隨卻隨卻隨卻隨時時時時遭遭遭遭到到到到挑戰挑戰挑戰挑戰，，，，各各各各種 文 體 的 特種 文 體 的 特種 文 體 的 特種 文 體 的 特

性性性性總總總總又又又又處處處處在 不在 不在 不在 不斷斷斷斷變 異 之 中 ， 它 們 之變 異 之 中 ， 它 們 之變 異 之 中 ， 它 們 之變 異 之 中 ， 它 們 之間還間還間還間還發 生發 生發 生發 生互互互互相 融相 融相 融相 融攝攝攝攝、、、、滲透滲透滲透滲透和和和和貫通貫通貫通貫通

的 現的 現的 現的 現象象象象，從 而，從 而，從 而，從 而直接影響直接影響直接影響直接影響文 學 的 時文 學 的 時文 學 的 時文 學 的 時代面貌代面貌代面貌代面貌。」。」。」。」
9
正 是 這 樣 的正 是 這 樣 的正 是 這 樣 的正 是 這 樣 的狀狀狀狀況，使況，使況，使況，使得得得得

作 家作 家作 家作 家常常常常寫 出寫 出寫 出寫 出突突突突破 或 變 異 文 體 規 範 的 作 品 。 換 言 之 ， 古 文 創 作 中 會 產破 或 變 異 文 體 規 範 的 作 品 。 換 言 之 ， 古 文 創 作 中 會 產破 或 變 異 文 體 規 範 的 作 品 。 換 言 之 ， 古 文 創 作 中 會 產破 或 變 異 文 體 規 範 的 作 品 。 換 言 之 ， 古 文 創 作 中 會 產

生 古 文生 古 文生 古 文生 古 文 變 體變 體變 體變 體 也 是也 是也 是也 是極極極極自 然 的自 然 的自 然 的自 然 的事事事事。。。。
10

以以以以宋代宋代宋代宋代為為為為例例例例，，，，楊慶存楊慶存楊慶存楊慶存說說說說：：：：「「「「散散散散體、體、體、體、駢駢駢駢

                                                                                                                                                                                                                                                                                                                                                                                                                                                                                                                                        應應應應用性用性用性用性質質質質相相相相當高當高當高當高的文體，的文體，的文體，的文體，譬譬譬譬如如如如奏奏奏奏章、序章、序章、序章、序跋等跋等跋等跋等，，，，某些某些某些某些文章體類文章體類文章體類文章體類確確確確是因為是因為是因為是因為實際需要實際需要實際需要實際需要而而而而漸漸漸漸漸漸漸漸產產產產生的。生的。生的。生的。 
9
 王水照王水照王水照王水照：〈文體：〈文體：〈文體：〈文體丕丕丕丕變與變與變與變與宋代宋代宋代宋代文學新文學新文學新文學新貌貌貌貌〉（《中國文學研究》〉（《中國文學研究》〉（《中國文學研究》〉（《中國文學研究》1996 年第年第年第年第 4 期），期），期），期），33 頁。頁。頁。頁。 

10
 張高張高張高張高評提及：「評提及：「評提及：「評提及：「每每每每一文體形成後，規範性與一文體形成後，規範性與一文體形成後，規範性與一文體形成後，規範性與穩穩穩穩定性也定性也定性也定性也伴隨伴隨伴隨伴隨產生；產生；產生；產生；但但但但在文學史的在文學史的在文學史的在文學史的發展發展發展發展中，中，中，中，由於外在的由於外在的由於外在的由於外在的衝擊衝擊衝擊衝擊與內在的因與內在的因與內在的因與內在的因革革革革，也，也，也，也迫使迫使迫使迫使文體不文體不文體不文體不斷蛻斷蛻斷蛻斷蛻變、變、變、變、更更更更新和新和新和新和擴擴擴擴大。所以，大。所以，大。所以，大。所以，每每每每一文體，一文體，一文體，一文體，都處都處都處都處在在在在穩穩穩穩定和變定和變定和變定和變革革革革、規範和反規範之中，這就是所、規範和反規範之中，這就是所、規範和反規範之中，這就是所、規範和反規範之中，這就是所謂謂謂謂的『變體』或『破體』，是研究文的『變體』或『破體』，是研究文的『變體』或『破體』，是研究文的『變體』或『破體』，是研究文學學學學源流源流源流源流正變的正變的正變的正變的主要課題主要課題主要課題主要課題。」參見。」參見。」參見。」參見張高張高張高張高評：〈破體與評：〈破體與評：〈破體與評：〈破體與宋詩宋詩宋詩宋詩特特特特色色色色之形成之形成之形成之形成—以「以文為以「以文為以「以文為以「以文為詩詩詩詩」、「以」、「以」、「以」、「以議議議議論為論為論為論為詩詩詩詩」、「以」、「以」、「以」、「以賦賦賦賦為為為為詩詩詩詩」為」為」為」為例例例例〉（《成大中文學〉（《成大中文學〉（《成大中文學〉（《成大中文學報報報報》第》第》第》第二二二二期，期，期，期，1994 年年年年 2 月月月月），），），），80 頁。在此頁。在此頁。在此頁。在此也說明了變體的產生也說明了變體的產生也說明了變體的產生也說明了變體的產生條件條件條件條件。。。。 



韓 愈 之 古 文 變 體 研 究韓 愈 之 古 文 變 體 研 究韓 愈 之 古 文 變 體 研 究韓 愈 之 古 文 變 體 研 究         

    {{{{P A G E   P A G E   P A G E   P A G E   }}}}    

體 、體 、體 、體 、語語語語體 在體 在體 在體 在宋代雖宋代雖宋代雖宋代雖有 強有 強有 強有 強弱弱弱弱主主主主次次次次之 別 ， 但 並 非之 別 ， 但 並 非之 別 ， 但 並 非之 別 ， 但 並 非各各各各自自自自獨立獨立獨立獨立的的的的平行平行平行平行發 展 ，發 展 ，發 展 ，發 展 ，

而 是 相而 是 相而 是 相而 是 相互滲透互滲透互滲透互滲透、相、相、相、相互容互容互容互容納、相納、相納、相納、相互促進互促進互促進互促進，在 形 成 一 種 整 合，在 形 成 一 種 整 合，在 形 成 一 種 整 合，在 形 成 一 種 整 合潛流潛流潛流潛流的 同 時 ，的 同 時 ，的 同 時 ，的 同 時 ，

激激激激發 出 一 種 不 自發 出 一 種 不 自發 出 一 種 不 自發 出 一 種 不 自覺覺覺覺的的的的競爭競爭競爭競爭力 ，力 ，力 ，力 ，驅驅驅驅動動動動著宋代散著宋代散著宋代散著宋代散文 的 發 展 。 」文 的 發 展 。 」文 的 發 展 。 」文 的 發 展 。 」
11

不 同 的不 同 的不 同 的不 同 的

文 類 和 文 類文 類 和 文 類文 類 和 文 類文 類 和 文 類間間間間的 情 況 如 此 ，的 情 況 如 此 ，的 情 況 如 此 ，的 情 況 如 此 ，即即即即使 是 同 一 文 類 中 會 產 生使 是 同 一 文 類 中 會 產 生使 是 同 一 文 類 中 會 產 生使 是 同 一 文 類 中 會 產 生次次次次文 類 ， 其文 類 ， 其文 類 ， 其文 類 ， 其理理理理

由 也 一 樣 。 文 體由 也 一 樣 。 文 體由 也 一 樣 。 文 體由 也 一 樣 。 文 體界線界線界線界線的的的的模糊模糊模糊模糊， 也 使， 也 使， 也 使， 也 使得各得各得各得各文 體文 體文 體文 體間間間間都 有 相都 有 相都 有 相都 有 相通通通通的 空的 空的 空的 空間間間間，，，，譬譬譬譬

如如如如奏議奏議奏議奏議類 ， 若類 ， 若類 ， 若類 ， 若除去除去除去除去它 的它 的它 的它 的功功功功能 性 ， 它 本 身能 性 ， 它 本 身能 性 ， 它 本 身能 性 ， 它 本 身幾乎幾乎幾乎幾乎便 可 歸便 可 歸便 可 歸便 可 歸入入入入論論論論辨辨辨辨類 文 章 中類 文 章 中類 文 章 中類 文 章 中

了 。了 。了 。了 。     

這 種 文 體 規 範 的這 種 文 體 規 範 的這 種 文 體 規 範 的這 種 文 體 規 範 的共通共通共通共通性 和性 和性 和性 和模糊模糊模糊模糊性 的性 的性 的性 的觀念觀念觀念觀念，，，，曹丕早曹丕早曹丕早曹丕早已已已已提提提提過過過過：：：：「「「「文本文本文本文本

同而末異，……唯通才能備其體。同而末異，……唯通才能備其體。同而末異，……唯通才能備其體。同而末異，……唯通才能備其體。」」」」
12
王王王王若若若若虛虛虛虛也 說也 說也 說也 說：：：：「「「「定體則無，大定體則無，大定體則無，大定體則無，大

體則有。」體則有。」體則有。」體則有。」
13

「 規 範 性 」 不 強 ， 正 是 使 作 家「 規 範 性 」 不 強 ， 正 是 使 作 家「 規 範 性 」 不 強 ， 正 是 使 作 家「 規 範 性 」 不 強 ， 正 是 使 作 家擁擁擁擁有有有有充分充分充分充分的 創 作 空的 創 作 空的 創 作 空的 創 作 空間間間間，，，，

避免避免避免避免文 體文 體文 體文 體走入死胡走入死胡走入死胡走入死胡同 的同 的同 的同 的良良良良方 。方 。方 。方 。
14

文 體 的 規 範 ， 正 是 一 種 可 變 動 的 規文 體 的 規 範 ， 正 是 一 種 可 變 動 的 規文 體 的 規 範 ， 正 是 一 種 可 變 動 的 規文 體 的 規 範 ， 正 是 一 種 可 變 動 的 規

範 。範 。範 。範 。     

文 體 規 範 的文 體 規 範 的文 體 規 範 的文 體 規 範 的根根根根本 特 性 ， 或 可本 特 性 ， 或 可本 特 性 ， 或 可本 特 性 ， 或 可描描描描述 為 一 種 制 約述 為 一 種 制 約述 為 一 種 制 約述 為 一 種 制 約與反與反與反與反制 約 的制 約 的制 約 的制 約 的互互互互動 關動 關動 關動 關

係係係係， 其 大， 其 大， 其 大， 其 大抵抵抵抵情 況情 況情 況情 況應應應應是是是是：：：：當 某 一 作 品 的 寫 作 方 式 逐 漸當 某 一 作 品 的 寫 作 方 式 逐 漸當 某 一 作 品 的 寫 作 方 式 逐 漸當 某 一 作 品 的 寫 作 方 式 逐 漸普遍普遍普遍普遍，，，，進進進進而 形 成而 形 成而 形 成而 形 成

一 種一 種一 種一 種書書書書寫 成 規 後 ，寫 成 規 後 ，寫 成 規 後 ，寫 成 規 後 ，凡繼續凡繼續凡繼續凡繼續從從從從事事事事此 一 文 類 的 作 者 都 必此 一 文 類 的 作 者 都 必此 一 文 類 的 作 者 都 必此 一 文 類 的 作 者 都 必須遵守須遵守須遵守須遵守其 規 範 ，其 規 範 ，其 規 範 ，其 規 範 ，

於 是 乃 形 成 此 文 類 的 定於 是 乃 形 成 此 文 類 的 定於 是 乃 形 成 此 文 類 的 定於 是 乃 形 成 此 文 類 的 定 型 體型 體型 體型 體製製製製， 也 就 是 文 體 規 範 。 這 種 規 範 不， 也 就 是 文 體 規 範 。 這 種 規 範 不， 也 就 是 文 體 規 範 。 這 種 規 範 不， 也 就 是 文 體 規 範 。 這 種 規 範 不僅僅僅僅是是是是

繼繼繼繼寫 者 的 成 規 ， 也 是寫 者 的 成 規 ， 也 是寫 者 的 成 規 ， 也 是寫 者 的 成 規 ， 也 是鑑鑑鑑鑑賞 者 的 依 據 。 然 而 ，賞 者 的 依 據 。 然 而 ，賞 者 的 依 據 。 然 而 ，賞 者 的 依 據 。 然 而 ，隨著隨著隨著隨著時時時時代環境代環境代環境代環境的 改 變 ，的 改 變 ，的 改 變 ，的 改 變 ，

                                                                                                                                                                                        

11
 楊慶存楊慶存楊慶存楊慶存：〈論：〈論：〈論：〈論宋代散宋代散宋代散宋代散文的文的文的文的繁榮繁榮繁榮繁榮與與與與底蘊底蘊底蘊底蘊〉，《〉，《〉，《〉，《首屆宋代首屆宋代首屆宋代首屆宋代文學文學文學文學‧‧‧‧國國國國際際際際研研研研討會討會討會討會論文論文論文論文集集集集》（》（》（》（王水王水王水王水照等照等照等照等編，編，編，編，復復復復旦大學出版社，旦大學出版社，旦大學出版社，旦大學出版社，2001 年年年年 6 月月月月），），），），636 頁。頁。頁。頁。 

12
 梁‧昭梁‧昭梁‧昭梁‧昭明明明明太子蕭統太子蕭統太子蕭統太子蕭統編，編，編，編，唐李善註唐李善註唐李善註唐李善註：《文：《文：《文：《文選註選註選註選註》卷》卷》卷》卷五十二五十二五十二五十二（（（（四庫四庫四庫四庫全全全全書書書書，，，，集集集集部，總部，總部，總部，總集集集集類）。類）。類）。類）。 

13
 金‧王若虛撰金‧王若虛撰金‧王若虛撰金‧王若虛撰：《：《：《：《滹滹滹滹南南南南遺老集遺老集遺老集遺老集》卷三》卷三》卷三》卷三十七十七十七十七（（（（四四四四部部部部叢刊叢刊叢刊叢刊，，，，初初初初編，編，編，編，集集集集部）。部）。部）。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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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童慶炳童慶炳童慶炳童慶炳提及：「在提及：「在提及：「在提及：「在崇尚崇尚崇尚崇尚古典古典古典古典時時時時期，期，期，期，尊崇尊崇尊崇尊崇體體體體裁裁裁裁的的的的審美審美審美審美規範的規範的規範的規範的觀觀觀觀念就特念就特念就特念就特別強別強別強別強。。。。例例例例如中國如中國如中國如中國清清清清代代代代，在文化，在文化，在文化，在文化上上上上是一個是一個是一個是一個守舊時守舊時守舊時守舊時期，體期，體期，體期，體裁裁裁裁規範就規範就規範就規範就得到得到得到得到了了了了尊尊尊尊重。」參見重。」參見重。」參見重。」參見童慶炳童慶炳童慶炳童慶炳：《文體與文體：《文體與文體：《文體與文體：《文體與文體的創造》（昆明：雲南人民出版社，的創造》（昆明：雲南人民出版社，的創造》（昆明：雲南人民出版社，的創造》（昆明：雲南人民出版社，1999 三刷），三刷），三刷），三刷），107 頁。此話頁。此話頁。此話頁。此話便指便指便指便指出，出，出，出，清代清代清代清代的古文文體的古文文體的古文文體的古文文體規範因規範因規範因規範因呈呈呈呈現了定型現了定型現了定型現了定型化的現象，而造成化的現象，而造成化的現象，而造成化的現象，而造成清代傑清代傑清代傑清代傑出古文作品不多的結果。出古文作品不多的結果。出古文作品不多的結果。出古文作品不多的結果。 



第 九 章第 九 章第 九 章第 九 章     古 文 變 體 產 生 的 原 因古 文 變 體 產 生 的 原 因古 文 變 體 產 生 的 原 因古 文 變 體 產 生 的 原 因         

    {{{{P A G E   P A G E   P A G E   P A G E   }}}}    

以 及 作 者以 及 作 者以 及 作 者以 及 作 者才才才才性性性性與背景與背景與背景與背景的 不 同 ， 在的 不 同 ， 在的 不 同 ， 在的 不 同 ， 在眾眾眾眾多 的多 的多 的多 的繼繼繼繼寫 品 中 ， 必 有 一 些 於寫 品 中 ， 必 有 一 些 於寫 品 中 ， 必 有 一 些 於寫 品 中 ， 必 有 一 些 於遵守遵守遵守遵守

成 規 的 同 時 ， 又成 規 的 同 時 ， 又成 規 的 同 時 ， 又成 規 的 同 時 ， 又企圖企圖企圖企圖力力力力尋突尋突尋突尋突破破破破 ， 而 造 成， 而 造 成， 而 造 成， 而 造 成違反違反違反違反規 範 的 作 品 出 現 。規 範 的 作 品 出 現 。規 範 的 作 品 出 現 。規 範 的 作 品 出 現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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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這這這

種 文 體 的「 形 成 規 範 」，以 及 其 後「種 文 體 的「 形 成 規 範 」，以 及 其 後「種 文 體 的「 形 成 規 範 」，以 及 其 後「種 文 體 的「 形 成 規 範 」，以 及 其 後「突突突突破 或 改 變破 或 改 變破 或 改 變破 或 改 變該該該該規 範 」的 情 況，可規 範 」的 情 況，可規 範 」的 情 況，可規 範 」的 情 況，可

說 是 一 種 制 約說 是 一 種 制 約說 是 一 種 制 約說 是 一 種 制 約與反與反與反與反制 約 的制 約 的制 約 的制 約 的互互互互動 關動 關動 關動 關係係係係， 其 中， 其 中， 其 中， 其 中包含包含包含包含了 不 變了 不 變了 不 變了 不 變與與與與變 異 ， 會 呈變 異 ， 會 呈變 異 ， 會 呈變 異 ， 會 呈

現現現現著著著著一 種一 種一 種一 種未未未未定 性 ， 一 種 可 能 性 。 就 是 這 種定 性 ， 一 種 可 能 性 。 就 是 這 種定 性 ， 一 種 可 能 性 。 就 是 這 種定 性 ， 一 種 可 能 性 。 就 是 這 種未未未未定 、 可 能 的 性 質 ， 讓定 、 可 能 的 性 質 ， 讓定 、 可 能 的 性 質 ， 讓定 、 可 能 的 性 質 ， 讓 古古古古

文文文文 變 體 有 產 生 的 空變 體 有 產 生 的 空變 體 有 產 生 的 空變 體 有 產 生 的 空間間間間。。。。     

真真真真正 具 有正 具 有正 具 有正 具 有價值價值價值價值的 文 體 ， 不的 文 體 ， 不的 文 體 ， 不的 文 體 ， 不該該該該在在在在保守保守保守保守中 逐 漸中 逐 漸中 逐 漸中 逐 漸老老老老化化化化消失；消失；消失；消失；出 色 不出 色 不出 色 不出 色 不朽朽朽朽

的 文 體的 文 體的 文 體的 文 體應該應該應該應該是是是是呼喚著呼喚著呼喚著呼喚著一一一一代代代代一一一一代代代代的 作 家 對 它的 作 家 對 它的 作 家 對 它的 作 家 對 它進行再進行再進行再進行再創 造 ，創 造 ，創 造 ，創 造 ，再再再再創 造 出創 造 出創 造 出創 造 出更更更更

佳佳佳佳的 文 體 ， 這 是 它 生的 文 體 ， 這 是 它 生的 文 體 ， 這 是 它 生的 文 體 ， 這 是 它 生命命命命力 的 展 現 。 因 此 ，力 的 展 現 。 因 此 ，力 的 展 現 。 因 此 ，力 的 展 現 。 因 此 ，童慶炳童慶炳童慶炳童慶炳在 文 體 體 裁 的 規 範在 文 體 體 裁 的 規 範在 文 體 體 裁 的 規 範在 文 體 體 裁 的 規 範

上，便上，便上，便上，便曾提曾提曾提曾提到 兩 個 重到 兩 個 重到 兩 個 重到 兩 個 重點：點：點：點：「「「「第第第第一，要一，要一，要一，要遵守遵守遵守遵守體 裁 既 成 的體 裁 既 成 的體 裁 既 成 的體 裁 既 成 的審美審美審美審美規 範，要規 範，要規 範，要規 範，要劃劃劃劃

清清清清並並並並尊尊尊尊重重重重各各各各種 類 文 學 體 裁 的種 類 文 學 體 裁 的種 類 文 學 體 裁 的種 類 文 學 體 裁 的界限界限界限界限， 不 可， 不 可， 不 可， 不 可隨隨隨隨意 破 壞 體 裁 規 範意 破 壞 體 裁 規 範意 破 壞 體 裁 規 範意 破 壞 體 裁 規 範；；；；第二第二第二第二，，，，

又 不 要 不 看 具 體 情 況又 不 要 不 看 具 體 情 況又 不 要 不 看 具 體 情 況又 不 要 不 看 具 體 情 況死守死守死守死守體 裁 的 成 規 ， 只 要 有體 裁 的 成 規 ， 只 要 有體 裁 的 成 規 ， 只 要 有體 裁 的 成 規 ， 只 要 有益益益益於於於於深刻地反映深刻地反映深刻地反映深刻地反映生生生生

活 ， 生 動活 ， 生 動活 ， 生 動活 ， 生 動地地地地表 現 情 感 ， 體 裁 的表 現 情 感 ， 體 裁 的表 現 情 感 ， 體 裁 的表 現 情 感 ， 體 裁 的審美審美審美審美規 範 可 以 改 造 、 可 以規 範 可 以 改 造 、 可 以規 範 可 以 改 造 、 可 以規 範 可 以 改 造 、 可 以更更更更新 ，新 ，新 ，新 ，甚至甚至甚至甚至

可 以 創 造 。 一 要可 以 創 造 。 一 要可 以 創 造 。 一 要可 以 創 造 。 一 要遵守遵守遵守遵守，，，，二二二二要要要要更更更更新 ， 這新 ， 這新 ， 這新 ， 這才才才才是是是是科科科科學 的 體 裁學 的 體 裁學 的 體 裁學 的 體 裁觀觀觀觀。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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換 言換 言換 言換 言

之 ， 如 果 把 文 體 規 範 看之 ， 如 果 把 文 體 規 範 看之 ， 如 果 把 文 體 規 範 看之 ， 如 果 把 文 體 規 範 看做做做做是是是是封閉封閉封閉封閉和和和和武斷武斷武斷武斷的 ， 那 我 們 就 看 不 到 文 體 本的 ， 那 我 們 就 看 不 到 文 體 本的 ， 那 我 們 就 看 不 到 文 體 本的 ， 那 我 們 就 看 不 到 文 體 本

身 的「 新 生 」。而 文 體 的 變 異 也 會 有身 的「 新 生 」。而 文 體 的 變 異 也 會 有身 的「 新 生 」。而 文 體 的 變 異 也 會 有身 的「 新 生 」。而 文 體 的 變 異 也 會 有追求追求追求追求文 體「文 體「文 體「文 體「終極理終極理終極理終極理想 」的 意想 」的 意想 」的 意想 」的 意涵涵涵涵。。。。

當 然，在 作 家 的 寫 作當 然，在 作 家 的 寫 作當 然，在 作 家 的 寫 作當 然，在 作 家 的 寫 作功功功功力 和 其力 和 其力 和 其力 和 其他他他他因因因因素素素素的的的的牽牽牽牽制 下，「 變 體 作 品 」有 可 能制 下，「 變 體 作 品 」有 可 能制 下，「 變 體 作 品 」有 可 能制 下，「 變 體 作 品 」有 可 能

會會會會更好更好更好更好， 也 有 可 能 會 變 壞 。 只 是 ， 在 此 情 況 下 ， 文 體 變 異 不， 也 有 可 能 會 變 壞 。 只 是 ， 在 此 情 況 下 ， 文 體 變 異 不， 也 有 可 能 會 變 壞 。 只 是 ， 在 此 情 況 下 ， 文 體 變 異 不， 也 有 可 能 會 變 壞 。 只 是 ， 在 此 情 況 下 ， 文 體 變 異 不應應應應只 被只 被只 被只 被

視視視視為 一 種 文 體 規 範 的「為 一 種 文 體 規 範 的「為 一 種 文 體 規 範 的「為 一 種 文 體 規 範 的「錯誤錯誤錯誤錯誤」，而 是 會 有」，而 是 會 有」，而 是 會 有」，而 是 會 有希望希望希望希望為 文 體 規 範為 文 體 規 範為 文 體 規 範為 文 體 規 範再再再再創 造 出創 造 出創 造 出創 造 出更更更更

佳佳佳佳形 式 的 意形 式 的 意形 式 的 意形 式 的 意義義義義。。。。     

                                                                                                                                                                                        

15
 這之這之這之這之間間間間的關的關的關的關係係係係並並並並非非非非一定如此，有一定如此，有一定如此，有一定如此，有很很很很大的大的大的大的彈彈彈彈性空性空性空性空間間間間，也有作者在，也有作者在，也有作者在，也有作者在舊舊舊舊有的文體體有的文體體有的文體體有的文體體製製製製中，中，中，中，別別別別出出出出心裁心裁心裁心裁寫出寫出寫出寫出傑傑傑傑出作品的，文體本出作品的，文體本出作品的，文體本出作品的，文體本身應身應身應身應是具有是具有是具有是具有很很很很大的大的大的大的彈彈彈彈性空性空性空性空間間間間，，，，允允允允許有其許有其許有其許有其他他他他種種種種除除除除文體規文體規文體規文體規範外的範外的範外的範外的改改改改變創造。變創造。變創造。變創造。 

16
 童慶炳童慶炳童慶炳童慶炳：《文體與文體的創造》（昆明：雲南人民出版社，：《文體與文體的創造》（昆明：雲南人民出版社，：《文體與文體的創造》（昆明：雲南人民出版社，：《文體與文體的創造》（昆明：雲南人民出版社，1999 三刷），三刷），三刷），三刷），110 頁。頁。頁。頁。 



韓 愈 之 古 文 變 體 研 究韓 愈 之 古 文 變 體 研 究韓 愈 之 古 文 變 體 研 究韓 愈 之 古 文 變 體 研 究         

    {{{{P A G E   P A G E   P A G E   P A G E   }}}}    

前 文 已 經前 文 已 經前 文 已 經前 文 已 經提提提提過 ， 文 體 規 範過 ， 文 體 規 範過 ， 文 體 規 範過 ， 文 體 規 範 有 創 造有 創 造有 創 造有 創 造階段階段階段階段， 也 有 規 範， 也 有 規 範， 也 有 規 範， 也 有 規 範階段階段階段階段， 而 其， 而 其， 而 其， 而 其間間間間

的 轉 變的 轉 變的 轉 變的 轉 變點常點常點常點常是是是是模糊模糊模糊模糊、、、、難難難難以以以以截截截截然然然然劃分劃分劃分劃分的 。 當 文 體 已 形 成的 。 當 文 體 已 形 成的 。 當 文 體 已 形 成的 。 當 文 體 已 形 成最最最最後 的 規 範後 的 規 範後 的 規 範後 的 規 範階階階階

段段段段時 ， 它 可 能 是時 ， 它 可 能 是時 ， 它 可 能 是時 ， 它 可 能 是極極極極為 興為 興為 興為 興盛盛盛盛的 ， 但 在 同 時 ， 其 下的 ， 但 在 同 時 ， 其 下的 ， 但 在 同 時 ， 其 下的 ， 但 在 同 時 ， 其 下坡路坡路坡路坡路在 逐 漸 形 成 了 。在 逐 漸 形 成 了 。在 逐 漸 形 成 了 。在 逐 漸 形 成 了 。

總總總總之 ， 如 果 想 要之 ， 如 果 想 要之 ， 如 果 想 要之 ， 如 果 想 要延續延續延續延續這 文 體 的 生這 文 體 的 生這 文 體 的 生這 文 體 的 生命命命命， 文 體 變 異 無， 文 體 變 異 無， 文 體 變 異 無， 文 體 變 異 無疑疑疑疑正 是 一 種 非正 是 一 種 非正 是 一 種 非正 是 一 種 非常常常常重重重重

要 的 方 式 。 所 以要 的 方 式 。 所 以要 的 方 式 。 所 以要 的 方 式 。 所 以袁袁袁袁中中中中道道道道言言言言：：：：     

天下無百年不變之文章，有作始自有末流，有末流還有作始。天下無百年不變之文章，有作始自有末流，有末流還有作始。天下無百年不變之文章，有作始自有末流，有末流還有作始。天下無百年不變之文章，有作始自有末流，有末流還有作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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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 說這 說這 說這 說明明明明了 任 何 一 種 文 體 都 有 它 的 產 生 、 發 展 和了 任 何 一 種 文 體 都 有 它 的 產 生 、 發 展 和了 任 何 一 種 文 體 都 有 它 的 產 生 、 發 展 和了 任 何 一 種 文 體 都 有 它 的 產 生 、 發 展 和消消消消亡亡亡亡的 變 化 過 程 。的 變 化 過 程 。的 變 化 過 程 。的 變 化 過 程 。顧顧顧顧

炎炎炎炎武武武武也 說也 說也 說也 說：：：：     

詩文之所以代變，有不得不變者。一代之文，沿襲已久，不詩文之所以代變，有不得不變者。一代之文，沿襲已久，不詩文之所以代變，有不得不變者。一代之文，沿襲已久，不詩文之所以代變，有不得不變者。一代之文，沿襲已久，不

容人人皆道此語。今且千數百年矣，而猶取古人之陳言，一容人人皆道此語。今且千數百年矣，而猶取古人之陳言，一容人人皆道此語。今且千數百年矣，而猶取古人之陳言，一容人人皆道此語。今且千數百年矣，而猶取古人之陳言，一

一而摹仿之，是以為詩，可乎？故不似則失其所以為詩一而摹仿之，是以為詩，可乎？故不似則失其所以為詩一而摹仿之，是以為詩，可乎？故不似則失其所以為詩一而摹仿之，是以為詩，可乎？故不似則失其所以為詩，似，似，似，似

則失其所以為我。則失其所以為我。則失其所以為我。則失其所以為我。
18

    

這這這這段段段段文 字文 字文 字文 字雖雖雖雖然 是 指然 是 指然 是 指然 是 指詩詩詩詩文 ， 但 將 其文 ， 但 將 其文 ， 但 將 其文 ， 但 將 其拿拿拿拿來 考 量 古 文 文 體 規 範 ， 也 無來 考 量 古 文 文 體 規 範 ， 也 無來 考 量 古 文 文 體 規 範 ， 也 無來 考 量 古 文 文 體 規 範 ， 也 無絲毫絲毫絲毫絲毫

不不不不符符符符之之之之處處處處。 任 何 文 體 規 範 ， 如 果。 任 何 文 體 規 範 ， 如 果。 任 何 文 體 規 範 ， 如 果。 任 何 文 體 規 範 ， 如 果總總總總是 一 成 不 變 ，是 一 成 不 變 ，是 一 成 不 變 ，是 一 成 不 變 ，人人人人人人人人摹仿摹仿摹仿摹仿， 則 寫 來， 則 寫 來， 則 寫 來， 則 寫 來

寫寫寫寫去去去去將將將將毫毫毫毫無 新 意 ， 不 但 會無 新 意 ， 不 但 會無 新 意 ， 不 但 會無 新 意 ， 不 但 會失去失去失去失去作 者 本 來 的 創 作作 者 本 來 的 創 作作 者 本 來 的 創 作作 者 本 來 的 創 作面貌面貌面貌面貌， 對 讀 者 也 將， 對 讀 者 也 將， 對 讀 者 也 將， 對 讀 者 也 將毫毫毫毫

無 吸 引 力 ， 而 若 沒 有 讀 者 ， 作 品 也 就 會無 吸 引 力 ， 而 若 沒 有 讀 者 ， 作 品 也 就 會無 吸 引 力 ， 而 若 沒 有 讀 者 ， 作 品 也 就 會無 吸 引 力 ， 而 若 沒 有 讀 者 ， 作 品 也 就 會失去存失去存失去存失去存在 的 意在 的 意在 的 意在 的 意義義義義。 而 在。 而 在。 而 在。 而 在顧氏顧氏顧氏顧氏

認認認認為 「為 「為 「為 「故故故故不不不不似似似似則則則則失失失失其 所 以 為其 所 以 為其 所 以 為其 所 以 為詩詩詩詩，，，，似似似似則則則則失失失失其 所 以 為 我 」 的其 所 以 為 我 」 的其 所 以 為 我 」 的其 所 以 為 我 」 的話話話話中 ，中 ，中 ，中 ，他他他他指指指指

出 了，文 體 乃 是 具 有出 了，文 體 乃 是 具 有出 了，文 體 乃 是 具 有出 了，文 體 乃 是 具 有很很很很大 的大 的大 的大 的彈彈彈彈性 空性 空性 空性 空間間間間的。的。的。的。高高高高明明明明的 作 者 在 文 體 創 造 中，的 作 者 在 文 體 創 造 中，的 作 者 在 文 體 創 造 中，的 作 者 在 文 體 創 造 中，

首首首首先 以 舊 有 體先 以 舊 有 體先 以 舊 有 體先 以 舊 有 體製製製製為為為為基礎基礎基礎基礎， 然 後， 然 後， 然 後， 然 後再再再再加加加加上 自上 自上 自上 自己己己己的 創 意 ， 不 然 就 不 是 「 變的 創 意 ， 不 然 就 不 是 「 變的 創 意 ， 不 然 就 不 是 「 變的 創 意 ， 不 然 就 不 是 「 變

體 」， 而 可 能 是 「體 」， 而 可 能 是 「體 」， 而 可 能 是 「體 」， 而 可 能 是 「四四四四不不不不像像像像」。 這 樣 的 變 體 作 品 既」。 這 樣 的 變 體 作 品 既」。 這 樣 的 變 體 作 品 既」。 這 樣 的 變 體 作 品 既似似似似舊 體 ， 有 所舊 體 ， 有 所舊 體 ， 有 所舊 體 ， 有 所繼繼繼繼承承承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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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袁袁袁袁中中中中道道道道：《：《：《：《珂雪齋珂雪齋珂雪齋珂雪齋文文文文集‧花集‧花集‧花集‧花雲雲雲雲賦引賦引賦引賦引》（》（》（》（台北台北台北台北：：：：偉偉偉偉文出版社，文出版社，文出版社，文出版社，1976）。）。）。）。 

18
 顧炎武顧炎武顧炎武顧炎武：《：《：《：《日知錄‧詩日知錄‧詩日知錄‧詩日知錄‧詩體體體體代降代降代降代降》卷》卷》卷》卷二十二十二十二十一（一（一（一（四庫四庫四庫四庫全全全全書書書書，，，，子子子子部，部，部，部，雜家雜家雜家雜家類，類，類，類，雜考雜考雜考雜考之之之之屬屬屬屬）。）。）。）。 



第 九 章第 九 章第 九 章第 九 章     古 文 變 體 產 生 的 原 因古 文 變 體 產 生 的 原 因古 文 變 體 產 生 的 原 因古 文 變 體 產 生 的 原 因         

    {{{{P A G E   P A G E   P A G E   P A G E   }}}}    

又 不又 不又 不又 不全全全全似似似似舊 體 ， 作 者 在舊 體 ， 作 者 在舊 體 ， 作 者 在舊 體 ， 作 者 在 其 中其 中其 中其 中需需需需注注注注入入入入自自自自己己己己的 創 造 ， 這 樣 文 學 作 品的 創 造 ， 這 樣 文 學 作 品的 創 造 ， 這 樣 文 學 作 品的 創 造 ， 這 樣 文 學 作 品才才才才能能能能

不不不不斷得斷得斷得斷得到到到到更更更更新新新新與與與與發 展 ，發 展 ，發 展 ，發 展 ，才才才才不 會不 會不 會不 會僵僵僵僵化化化化老老老老化 ，化 ，化 ，化 ，失去失去失去失去生生生生命命命命力 。力 。力 。力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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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參、參、參、以以以以古文文體分類古文文體分類古文文體分類古文文體分類而論而論而論而論  

在 我在 我在 我在 我國國國國文 學文 學文 學文 學 史 上，依 文 體 特史 上，依 文 體 特史 上，依 文 體 特史 上，依 文 體 特徵徵徵徵來來來來分分分分類 的 作類 的 作類 的 作類 的 作法法法法可 上可 上可 上可 上溯溯溯溯至曹丕至曹丕至曹丕至曹丕的的的的《《《《典典典典

論論論論‧‧‧‧論 文論 文論 文論 文》》》》，，，，陸機陸機陸機陸機的的的的《《《《文文文文賦》賦》賦》賦》，，，，摯虞摯虞摯虞摯虞的的的的《《《《文 章文 章文 章文 章流流流流別 論別 論別 論別 論》》》》，，，，與與與與劉勰劉勰劉勰劉勰的的的的《《《《文文文文

心心心心雕龍》雕龍》雕龍》雕龍》等書等書等書等書。。。。至至至至於 古 文 的於 古 文 的於 古 文 的於 古 文 的分分分分類類類類標標標標準，則準，則準，則準，則涵涵涵涵蓋蓋蓋蓋在 文 章 的在 文 章 的在 文 章 的在 文 章 的功功功功能、能、能、能、名名名名稱稱稱稱，，，，

及 文 章及 文 章及 文 章及 文 章內內內內涵涵涵涵上 。上 。上 。上 。底底底底下 可 將 文 學 的下 可 將 文 學 的下 可 將 文 學 的下 可 將 文 學 的分分分分類 及 古 文類 及 古 文類 及 古 文類 及 古 文分分分分類類類類標標標標準 ，準 ，準 ，準 ，稍稍稍稍做做做做比比比比較較較較式式式式

的的的的勾勒勾勒勾勒勾勒， 如 下 所， 如 下 所， 如 下 所， 如 下 所示示示示：：：：     

一一一一般般般般文 學 作 品文 學 作 品文 學 作 品文 學 作 品分分分分類類類類：：：：依 文 體 特依 文 體 特依 文 體 特依 文 體 特徵徵徵徵→→→→分分分分類類類類→→→→形 成 文 體 規 範形 成 文 體 規 範形 成 文 體 規 範形 成 文 體 規 範→→→→顯 現 出 文顯 現 出 文顯 現 出 文顯 現 出 文

體 特體 特體 特體 特徵徵徵徵→→→→文 體 規 範文 體 規 範文 體 規 範文 體 規 範更更更更為 規 範 化為 規 範 化為 規 範 化為 規 範 化     

古 文古 文古 文古 文分分分分類類類類：：：：依 文 章依 文 章依 文 章依 文 章功功功功能、能、能、能、名名名名稱稱稱稱→→→→分分分分類類類類→→→→形 成 文 體 規 範形 成 文 體 規 範形 成 文 體 規 範形 成 文 體 規 範→→→→顯 現 出顯 現 出顯 現 出顯 現 出 文 體文 體文 體文 體

特特特特徵徵徵徵→→→→文 體 規 範文 體 規 範文 體 規 範文 體 規 範更更更更為 規 範 化為 規 範 化為 規 範 化為 規 範 化     

也 就 是 說 ， 古 文 作 品 和 一也 就 是 說 ， 古 文 作 品 和 一也 就 是 說 ， 古 文 作 品 和 一也 就 是 說 ， 古 文 作 品 和 一般般般般文 學 作 品文 學 作 品文 學 作 品文 學 作 品分分分分類類類類最最最最大 的 不 同 在 於 ， 古 文大 的 不 同 在 於 ， 古 文大 的 不 同 在 於 ， 古 文大 的 不 同 在 於 ， 古 文通通通通

常常常常是 依是 依是 依是 依照照照照文 章 的文 章 的文 章 的文 章 的功功功功能 、能 、能 、能 、名名名名稱進行分稱進行分稱進行分稱進行分類 ， 而 非 依類 ， 而 非 依類 ， 而 非 依類 ， 而 非 依照照照照文 體 特文 體 特文 體 特文 體 特徵徵徵徵。 文 體 特。 文 體 特。 文 體 特。 文 體 特

徵徵徵徵和 文 體 規 範 ， 可 說 是 一 種 循和 文 體 規 範 ， 可 說 是 一 種 循和 文 體 規 範 ， 可 說 是 一 種 循和 文 體 規 範 ， 可 說 是 一 種 循環環環環往覆往覆往覆往覆，，，，互互互互相 依相 依相 依相 依存存存存的 關的 關的 關的 關係係係係。 有 些 文 章。 有 些 文 章。 有 些 文 章。 有 些 文 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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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陶東風提及：「文體既在變化，又在陶東風提及：「文體既在變化，又在陶東風提及：「文體既在變化，又在陶東風提及：「文體既在變化，又在延延延延續，變化是續，變化是續，變化是續，變化是延延延延續的續的續的續的保保保保證證證證，，，，延延延延續續續續則使則使則使則使變化變變化變變化變變化變得得得得可可可可以理解。以理解。以理解。以理解。脫離脫離脫離脫離了變化的了變化的了變化的了變化的延延延延續是不能續是不能續是不能續是不能持久持久持久持久的，的，的，的，僵僵僵僵化的文體化的文體化的文體化的文體只只只只能是一種能是一種能是一種能是一種短命短命短命短命的文體。或者說，的文體。或者說，的文體。或者說，的文體。或者說，缺乏缺乏缺乏缺乏自我轉化能自我轉化能自我轉化能自我轉化能力力力力的結構是一種的結構是一種的結構是一種的結構是一種死死死死結構。結構。結構。結構。……………………一種特定的文學類型（一種特定的文學類型（一種特定的文學類型（一種特定的文學類型（genre）是以特定）是以特定）是以特定）是以特定的文體規範為其根本特徵的。如果一種文類的文體規範是的文體規範為其根本特徵的。如果一種文類的文體規範是的文體規範為其根本特徵的。如果一種文類的文體規範是的文體規範為其根本特徵的。如果一種文類的文體規範是僵死僵死僵死僵死的、不能轉化的，那麼它的、不能轉化的，那麼它的、不能轉化的，那麼它的、不能轉化的，那麼它的生的生的生的生命命命命也是也是也是也是短暫短暫短暫短暫的。」參見陶東風：《文體演變及其文化意味》（昆明：雲南人民出版社，的。」參見陶東風：《文體演變及其文化意味》（昆明：雲南人民出版社，的。」參見陶東風：《文體演變及其文化意味》（昆明：雲南人民出版社，的。」參見陶東風：《文體演變及其文化意味》（昆明：雲南人民出版社，

1994），），），），36 頁。我們或許可以頁。我們或許可以頁。我們或許可以頁。我們或許可以推推推推想想想想，古文生，古文生，古文生，古文生命命命命之所以能之所以能之所以能之所以能延延延延續那麼多續那麼多續那麼多續那麼多朝代朝代朝代朝代，，，，除除除除了和其了和其了和其了和其應應應應用用用用性性性性質質質質相關外，和它是一種相關外，和它是一種相關外，和它是一種相關外，和它是一種允允允允許變化的文體可能也是重許變化的文體可能也是重許變化的文體可能也是重許變化的文體可能也是重要要要要原因。原因。原因。原因。 



韓 愈 之 古 文 變 體 研 究韓 愈 之 古 文 變 體 研 究韓 愈 之 古 文 變 體 研 究韓 愈 之 古 文 變 體 研 究         

    {{{{P A G E   P A G E   P A G E   P A G E   }}}}    

的的的的內內內內容容容容， 實 融 合 不 同 文 體 的 特， 實 融 合 不 同 文 體 的 特， 實 融 合 不 同 文 體 的 特， 實 融 合 不 同 文 體 的 特徵徵徵徵， 但 在 作 古 文 的 文 體， 但 在 作 古 文 的 文 體， 但 在 作 古 文 的 文 體， 但 在 作 古 文 的 文 體分分分分類 時 ，類 時 ，類 時 ，類 時 ，卻卻卻卻往往往往

往往往往只 依 據 文 章 的只 依 據 文 章 的只 依 據 文 章 的只 依 據 文 章 的名名名名稱稱稱稱、、、、功功功功能 ， 而能 ， 而能 ， 而能 ， 而未未未未仔細仔細仔細仔細考 慮 到 這 些 ， 也考 慮 到 這 些 ， 也考 慮 到 這 些 ， 也考 慮 到 這 些 ， 也未未未未仔細推敲仔細推敲仔細推敲仔細推敲

這 些 融 合 不 同 文 體 特這 些 融 合 不 同 文 體 特這 些 融 合 不 同 文 體 特這 些 融 合 不 同 文 體 特徵徵徵徵的 作的 作的 作的 作法法法法在 文 章 中 產 生 何 種 的 作在 文 章 中 產 生 何 種 的 作在 文 章 中 產 生 何 種 的 作在 文 章 中 產 生 何 種 的 作用用用用。 這 是 因 為。 這 是 因 為。 這 是 因 為。 這 是 因 為

古 文 是 一 種 相 當 重古 文 是 一 種 相 當 重古 文 是 一 種 相 當 重古 文 是 一 種 相 當 重視視視視實實實實用用用用性 質 的 文 體，性 質 的 文 體，性 質 的 文 體，性 質 的 文 體，劉振東劉振東劉振東劉振東等等等等說說說說：：：：「 在 文 體 方「 在 文 體 方「 在 文 體 方「 在 文 體 方面面面面，，，，

其其其其他他他他文 學 樣 式 沒 有 一 種文 學 樣 式 沒 有 一 種文 學 樣 式 沒 有 一 種文 學 樣 式 沒 有 一 種像像像像散散散散文 這 樣 品 類文 這 樣 品 類文 這 樣 品 類文 這 樣 品 類眾眾眾眾多 而多 而多 而多 而蕪雜蕪雜蕪雜蕪雜。 … … 這 種 現。 … … 這 種 現。 … … 這 種 現。 … … 這 種 現象象象象

正 是 由正 是 由正 是 由正 是 由散散散散文 的文 的文 的文 的直接直接直接直接實實實實用用用用性 造 成 的 。 」性 造 成 的 。 」性 造 成 的 。 」性 造 成 的 。 」
20

以 古 文以 古 文以 古 文以 古 文分分分分類 來 說 ， 文 體 的類 來 說 ， 文 體 的類 來 說 ， 文 體 的類 來 說 ， 文 體 的直直直直

接接接接實實實實用用用用性 ， 就 是 指 文 章 的性 ， 就 是 指 文 章 的性 ， 就 是 指 文 章 的性 ， 就 是 指 文 章 的功功功功能 性 ， 因 它能 性 ， 因 它能 性 ， 因 它能 性 ， 因 它常常常常被 展 現 在被 展 現 在被 展 現 在被 展 現 在篇名篇名篇名篇名中 ， 所 以 我中 ， 所 以 我中 ， 所 以 我中 ， 所 以 我

們 一 看 到 是「們 一 看 到 是「們 一 看 到 是「們 一 看 到 是「與與與與某 某某 某某 某某 某書書書書」，就 知」，就 知」，就 知」，就 知道道道道此 文 章 的此 文 章 的此 文 章 的此 文 章 的功功功功用用用用是 一是 一是 一是 一篇篇篇篇書書書書信信信信；；；；一 看 到一 看 到一 看 到一 看 到

是「 某 某是「 某 某是「 某 某是「 某 某墓誌銘墓誌銘墓誌銘墓誌銘」，就 知」，就 知」，就 知」，就 知道道道道是 寫是 寫是 寫是 寫給給給給某 某 的某 某 的某 某 的某 某 的碑誌碑誌碑誌碑誌文。而 這 一 以 文 章文。而 這 一 以 文 章文。而 這 一 以 文 章文。而 這 一 以 文 章名名名名稱稱稱稱

作作作作分分分分類 方 式，可 說 是類 方 式，可 說 是類 方 式，可 說 是類 方 式，可 說 是最最最最簡簡簡簡便 的 方便 的 方便 的 方便 的 方法法法法，，，，最最最最有有有有跡跡跡跡可可可可尋尋尋尋，也 不，也 不，也 不，也 不易易易易產 生產 生產 生產 生爭爭爭爭論 。論 。論 。論 。

所 以 在 大所 以 在 大所 以 在 大所 以 在 大部分部分部分部分古 文古 文古 文古 文選選選選本 的本 的本 的本 的分分分分類 上 ， 文 章 的類 上 ， 文 章 的類 上 ， 文 章 的類 上 ， 文 章 的名名名名稱常包含著分稱常包含著分稱常包含著分稱常包含著分類 結 果 ，類 結 果 ，類 結 果 ，類 結 果 ，

如 論如 論如 論如 論辨辨辨辨文文文文常常常常以 「 論 」 為以 「 論 」 為以 「 論 」 為以 「 論 」 為名名名名，，，，序序序序類 文 章 也類 文 章 也類 文 章 也類 文 章 也常常常常有 一 「有 一 「有 一 「有 一 「序序序序」 字」 字」 字」 字等等等等。 也 有 許。 也 有 許。 也 有 許。 也 有 許

多 古 文 作 家 在多 古 文 作 家 在多 古 文 作 家 在多 古 文 作 家 在命命命命名名名名其 古 文 時 ，其 古 文 時 ，其 古 文 時 ，其 古 文 時 ，即即即即已 自已 自已 自已 自行分行分行分行分類 ， 有 的 將類 ， 有 的 將類 ， 有 的 將類 ， 有 的 將該該該該類 別 之類 別 之類 別 之類 別 之名加名加名加名加

入入入入題題題題目目目目中，如中，如中，如中，如〈〈〈〈燕喜亭燕喜亭燕喜亭燕喜亭記記記記〉〉〉〉、、、、〈〈〈〈醉翁亭醉翁亭醉翁亭醉翁亭記記記記〉等〉等〉等〉等，也 有 將 文 章，也 有 將 文 章，也 有 將 文 章，也 有 將 文 章分分分分類 成類 成類 成類 成冊冊冊冊，，，，

或 者 是 後或 者 是 後或 者 是 後或 者 是 後世世世世讀 者 自讀 者 自讀 者 自讀 者 自行行行行將 某 些 文 章將 某 些 文 章將 某 些 文 章將 某 些 文 章分分分分類類類類收集收集收集收集成成成成冊冊冊冊。 所 以 有 時 同 一。 所 以 有 時 同 一。 所 以 有 時 同 一。 所 以 有 時 同 一篇篇篇篇文文文文

章 在 不 同 的 古 文章 在 不 同 的 古 文章 在 不 同 的 古 文章 在 不 同 的 古 文選選選選本 中 ， 會 歸本 中 ， 會 歸本 中 ， 會 歸本 中 ， 會 歸入入入入不 同 的 類 別 中 。 因 此不 同 的 類 別 中 。 因 此不 同 的 類 別 中 。 因 此不 同 的 類 別 中 。 因 此分分分分類 看類 看類 看類 看似似似似有有有有共共共共

同同同同標標標標準 ， 其 實 則 不準 ， 其 實 則 不準 ， 其 實 則 不準 ， 其 實 則 不盡盡盡盡相 同 。相 同 。相 同 。相 同 。
21

如如如如姚鼐姚鼐姚鼐姚鼐的的的的《《《《古 文古 文古 文古 文辭辭辭辭類類類類纂》纂》纂》纂》將將將將贈贈贈贈序序序序文文文文獨獨獨獨

立立立立於於於於序序序序跋跋跋跋之之之之外外外外， 而， 而， 而， 而曾國曾國曾國曾國藩藩藩藩的的的的《《《《經 史經 史經 史經 史百百百百家家家家雜鈔》雜鈔》雜鈔》雜鈔》又 將又 將又 將又 將贈贈贈贈序序序序文 歸文 歸文 歸文 歸入序入序入序入序跋跋跋跋

體 中 ， 由 此 就 可體 中 ， 由 此 就 可體 中 ， 由 此 就 可體 中 ， 由 此 就 可得得得得知 古知 古知 古知 古人人人人對 古 文對 古 文對 古 文對 古 文分分分分類類類類問問問問題 亦 有 不 同 的題 亦 有 不 同 的題 亦 有 不 同 的題 亦 有 不 同 的標標標標準 。準 。準 。準 。
22

    

                                                                                                                                                                                        

20
 劉振劉振劉振劉振東東東東等著等著等著等著：〈論中國古典：〈論中國古典：〈論中國古典：〈論中國古典散散散散文的本體性文的本體性文的本體性文的本體性質質質質〉〉〉〉（《文學（《文學（《文學（《文學遺遺遺遺產》，產》，產》，產》，1992 年第年第年第年第 2 期），期），期），期），6 頁頁頁頁 

21
 郭紹虞郭紹虞郭紹虞郭紹虞提提提提到到到到文章分類的文章分類的文章分類的文章分類的困難困難困難困難時便時便時便時便說：「文章體制之分類，一方面說：「文章體制之分類，一方面說：「文章體制之分類，一方面說：「文章體制之分類，一方面須注須注須注須注重形式之重形式之重形式之重形式之歧異歧異歧異歧異，，，，一方面又一方面又一方面又一方面又須須須須顧慮到顧慮到顧慮到顧慮到性性性性質質質質之相同，之相同，之相同，之相同，歸納歸納歸納歸納與分與分與分與分析析析析的方法的方法的方法的方法宜宜宜宜同同同同時時時時並用，本不容並用，本不容並用，本不容並用，本不容易易易易求求求求其其其其完善完善完善完善無無無無疵疵疵疵。」參見。」參見。」參見。」參見郭紹虞郭紹虞郭紹虞郭紹虞：《中國文學批評史》（：《中國文學批評史》（：《中國文學批評史》（：《中國文學批評史》（台北台北台北台北：：：：五五五五南出版社，南出版社，南出版社，南出版社，1994），），），），126 頁。頁。頁。頁。 

22
 以《以《以《以《唐唐唐唐文文文文粹粹粹粹》》》》來來來來說，它是特說，它是特說，它是特說，它是特地地地地標標標標出「古文」一類，而這一類並出「古文」一類，而這一類並出「古文」一類，而這一類並出「古文」一類，而這一類並未未未未傳傳傳傳承承承承下下下下來來來來。。。。兵界勇兵界勇兵界勇兵界勇指指指指出出出出姚鉉姚鉉姚鉉姚鉉編編編編纂纂纂纂的《的《的《的《唐唐唐唐文文文文粹粹粹粹》中一類「古文」的分類情形是：「》中一類「古文」的分類情形是：「》中一類「古文」的分類情形是：「》中一類「古文」的分類情形是：「姚姚姚姚書書書書的『古文』類之作品的『古文』類之作品的『古文』類之作品的『古文』類之作品

    



第 九 章第 九 章第 九 章第 九 章     古 文 變 體 產 生 的 原 因古 文 變 體 產 生 的 原 因古 文 變 體 產 生 的 原 因古 文 變 體 產 生 的 原 因         

    {{{{P A G E   P A G E   P A G E   P A G E   }}}}    

文 體 規 範文 體 規 範文 體 規 範文 體 規 範應應應應是 一 個是 一 個是 一 個是 一 個開放開放開放開放系 統 ， 這 系 統系 統 ， 這 系 統系 統 ， 這 系 統系 統 ， 這 系 統雖雖雖雖然 由 於然 由 於然 由 於然 由 於眾眾眾眾多 文 本 的 累 積多 文 本 的 累 積多 文 本 的 累 積多 文 本 的 累 積

而而而而趨向趨向趨向趨向封閉封閉封閉封閉， 但， 但， 但， 但始始始始終終終終有有有有開放開放開放開放的的的的缺口缺口缺口缺口存存存存在在在在著著著著，，，，供供供供傑傑傑傑出 的 作 家出 的 作 家出 的 作 家出 的 作 家予予予予以以以以突突突突破破破破

開開開開展 ，展 ，展 ，展 ，賦賦賦賦予予予予新 生 。 由 上 述新 生 。 由 上 述新 生 。 由 上 述新 生 。 由 上 述討討討討論 ， 古 文論 ， 古 文論 ， 古 文論 ， 古 文 變 體變 體變 體變 體 之 所 以 產 生 ， 我 們 可 以 歸之 所 以 產 生 ， 我 們 可 以 歸之 所 以 產 生 ， 我 們 可 以 歸之 所 以 產 生 ， 我 們 可 以 歸

納 出 在 文 體 規 範 因納 出 在 文 體 規 範 因納 出 在 文 體 規 範 因納 出 在 文 體 規 範 因素素素素上 的上 的上 的上 的幾點原幾點原幾點原幾點原因因因因：：：：     

一 、一 、一 、一 、     文 體 規 範 的文 體 規 範 的文 體 規 範 的文 體 規 範 的 「 創 造「 創 造「 創 造「 創 造階段階段階段階段」 和 「 規 範」 和 「 規 範」 和 「 規 範」 和 「 規 範階段階段階段階段」 無」 無」 無」 無法截法截法截法截然然然然劃分劃分劃分劃分， 文， 文， 文， 文

體體體體間間間間有有有有著互著互著互著互相相相相滲透滲透滲透滲透、 融 合 的 現、 融 合 的 現、 融 合 的 現、 融 合 的 現象象象象， 此 都， 此 都， 此 都， 此 都允允允允許 變 異 的 產 生 。許 變 異 的 產 生 。許 變 異 的 產 生 。許 變 異 的 產 生 。     

二二二二、、、、     文 體 的 本 質 可 說 是 一 種 制 約文 體 的 本 質 可 說 是 一 種 制 約文 體 的 本 質 可 說 是 一 種 制 約文 體 的 本 質 可 說 是 一 種 制 約與反與反與反與反制 約 的制 約 的制 約 的制 約 的互互互互動 關動 關動 關動 關係係係係， 其 中， 其 中， 其 中， 其 中包含包含包含包含

了 不 變了 不 變了 不 變了 不 變與與與與變 異，會 呈 現變 異，會 呈 現變 異，會 呈 現變 異，會 呈 現著著著著一 種一 種一 種一 種未未未未定 性，一 種 可 能 性，讓 古 文定 性，一 種 可 能 性，讓 古 文定 性，一 種 可 能 性，讓 古 文定 性，一 種 可 能 性，讓 古 文 變變變變

體體體體 有 產 生 的 空有 產 生 的 空有 產 生 的 空有 產 生 的 空間間間間。。。。     

三三三三、、、、     古 文 依古 文 依古 文 依古 文 依名名名名稱稱稱稱、、、、功功功功能能能能分分分分類 的 情 形 ， 以 及類 的 情 形 ， 以 及類 的 情 形 ， 以 及類 的 情 形 ， 以 及分分分分類類類類標標標標準 的準 的準 的準 的複雜複雜複雜複雜， 也， 也， 也， 也給給給給

予予予予古 文古 文古 文古 文 變 體變 體變 體變 體 產 生 的 空產 生 的 空產 生 的 空產 生 的 空間間間間。。。。     

四四四四、、、、     因 為 古 文 的因 為 古 文 的因 為 古 文 的因 為 古 文 的分分分分類 和 一類 和 一類 和 一類 和 一般般般般文 學 作 品 不 同 ， 所 以 有 時 同 一文 學 作 品 不 同 ， 所 以 有 時 同 一文 學 作 品 不 同 ， 所 以 有 時 同 一文 學 作 品 不 同 ， 所 以 有 時 同 一篇篇篇篇文 章文 章文 章文 章

在 不 同 的 古 文在 不 同 的 古 文在 不 同 的 古 文在 不 同 的 古 文選選選選本 中 ， 會 歸本 中 ， 會 歸本 中 ， 會 歸本 中 ， 會 歸入入入入不 同 的 類 別 中 ， 因 而 可不 同 的 類 別 中 ， 因 而 可不 同 的 類 別 中 ， 因 而 可不 同 的 類 別 中 ， 因 而 可予予予予以以以以判判判判

讀 為讀 為讀 為讀 為 古 文古 文古 文古 文 變 體 。變 體 。變 體 。變 體 。     

    

第二節第二節第二節第二節  作家因素作家因素作家因素作家因素  

以 作 家 本 身 而 論 ， 作 家 在 創 作 文 學 作 品 前 ， 是 有以 作 家 本 身 而 論 ， 作 家 在 創 作 文 學 作 品 前 ， 是 有以 作 家 本 身 而 論 ， 作 家 在 創 作 文 學 作 品 前 ， 是 有以 作 家 本 身 而 論 ， 作 家 在 創 作 文 學 作 品 前 ， 是 有著著著著一一一一份份份份對 前對 前對 前對 前人人人人

                                                                                                                                                                                                                                                                                                                                                                                                                                                                                                                                        其其其其實實實實皆皆皆皆可可可可歸歸歸歸為論為論為論為論議議議議兩類，兩類，兩類，兩類，只只只只因因因因拘拘拘拘於原文於原文於原文於原文標標標標題題題題並無『論』或『並無『論』或『並無『論』或『並無『論』或『議議議議』』』』字字字字，，，，故故故故獨獨獨獨成一類。」參成一類。」參成一類。」參成一類。」參見見見見兵界勇兵界勇兵界勇兵界勇：：：：〈論《〈論《〈論《〈論《唐唐唐唐文文文文粹粹粹粹》「古文」類的文體性》「古文」類的文體性》「古文」類的文體性》「古文」類的文體性質質質質與其與其與其與其代代代代表意義〉（《中國文學研究》第表意義〉（《中國文學研究》第表意義〉（《中國文學研究》第表意義〉（《中國文學研究》第
14 期，期，期，期，台台台台灣灣灣灣大學文學研究所，大學文學研究所，大學文學研究所，大學文學研究所，2000 年年年年 5 月月月月），），），），3 頁。由此可反頁。由此可反頁。由此可反頁。由此可反推推推推出分類的出分類的出分類的出分類的標準標準標準標準之一是之一是之一是之一是依依依依文章文章文章文章題題題題目目目目而定。而定。而定。而定。 



韓 愈 之 古 文 變 體 研 究韓 愈 之 古 文 變 體 研 究韓 愈 之 古 文 變 體 研 究韓 愈 之 古 文 變 體 研 究         

    {{{{P A G E   P A G E   P A G E   P A G E   }}}}    

作 品 的作 品 的作 品 的作 品 的 前前前前理理理理解解解解
23

、前、前、前、前見見見見解，有解，有解，有解，有著充分著充分著充分著充分的 把 握的 把 握的 把 握的 把 握才才才才開始開始開始開始創 作 的。創 作 的。創 作 的。創 作 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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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 文古 文古 文古 文 變變變變

體 創 作 的體 創 作 的體 創 作 的體 創 作 的原原原原因 在 作 家 身 上 有 許 多 可 以 探因 在 作 家 身 上 有 許 多 可 以 探因 在 作 家 身 上 有 許 多 可 以 探因 在 作 家 身 上 有 許 多 可 以 探討討討討的 ， 在 文 體 規 範 的 創 作的 ， 在 文 體 規 範 的 創 作的 ， 在 文 體 規 範 的 創 作的 ， 在 文 體 規 範 的 創 作階階階階

段段段段時 ， 作 者 的時 ， 作 者 的時 ， 作 者 的時 ， 作 者 的才才才才華華華華是 作 品 規 範 化 的是 作 品 規 範 化 的是 作 品 規 範 化 的是 作 品 規 範 化 的最最最最大 因大 因大 因大 因素素素素。 有。 有。 有。 有才才才才華華華華的 作 者 創 作 出的 作 者 創 作 出的 作 者 創 作 出的 作 者 創 作 出

吸 引吸 引吸 引吸 引人人人人的 文 學 作 品 後 ， 後的 文 學 作 品 後 ， 後的 文 學 作 品 後 ， 後的 文 學 作 品 後 ， 後人才人才人才人才能 歸 納 出 此 類 作 品 的 文 體 規 範 。 作 家能 歸 納 出 此 類 作 品 的 文 體 規 範 。 作 家能 歸 納 出 此 類 作 品 的 文 體 規 範 。 作 家能 歸 納 出 此 類 作 品 的 文 體 規 範 。 作 家

在 文 體在 文 體在 文 體在 文 體初初初初創 時 對創 時 對創 時 對創 時 對法法法法式 、 體 要 的式 、 體 要 的式 、 體 要 的式 、 體 要 的遵遵遵遵循 只 是循 只 是循 只 是循 只 是參參參參考 ，考 ，考 ，考 ，即即即即使 在 文 體 規 範 已 經使 在 文 體 規 範 已 經使 在 文 體 規 範 已 經使 在 文 體 規 範 已 經

成成成成立立立立後 ， 有後 ， 有後 ， 有後 ， 有才才才才華華華華的 作 家的 作 家的 作 家的 作 家仍仍仍仍有 可 能 不有 可 能 不有 可 能 不有 可 能 不遵遵遵遵循 而 自 創 出 變 異 的 作 品 ， 這 都循 而 自 創 出 變 異 的 作 品 ， 這 都循 而 自 創 出 變 異 的 作 品 ， 這 都循 而 自 創 出 變 異 的 作 品 ， 這 都

表表表表明明明明了 在 文 體 變 異 中 作 家 因了 在 文 體 變 異 中 作 家 因了 在 文 體 變 異 中 作 家 因了 在 文 體 變 異 中 作 家 因素素素素的 重 要 性 。的 重 要 性 。的 重 要 性 。的 重 要 性 。底底底底下 我 們 且 由 作 家 本 身 特下 我 們 且 由 作 家 本 身 特下 我 們 且 由 作 家 本 身 特下 我 們 且 由 作 家 本 身 特

質 、 作 家 文 體 意質 、 作 家 文 體 意質 、 作 家 文 體 意質 、 作 家 文 體 意識識識識及 作 家 所及 作 家 所及 作 家 所及 作 家 所追尋追尋追尋追尋的 文 學的 文 學的 文 學的 文 學美美美美感感感感等等等等方方方方面面面面， 具 體 論 述 其 在， 具 體 論 述 其 在， 具 體 論 述 其 在， 具 體 論 述 其 在

文 體 變 異 中 所 發文 體 變 異 中 所 發文 體 變 異 中 所 發文 體 變 異 中 所 發揮揮揮揮的的的的影響影響影響影響力 。力 。力 。力 。     

    

壹、壹、壹、壹、以以以以作家本身特質作家本身特質作家本身特質作家本身特質而論而論而論而論  

作 家 在 創 作 上 之 所 以 異 於作 家 在 創 作 上 之 所 以 異 於作 家 在 創 作 上 之 所 以 異 於作 家 在 創 作 上 之 所 以 異 於常人常人常人常人， 乃 是 因， 乃 是 因， 乃 是 因， 乃 是 因他他他他本 身 是 具 有 一 種本 身 是 具 有 一 種本 身 是 具 有 一 種本 身 是 具 有 一 種與眾與眾與眾與眾

不 同 的 特 質 ，不 同 的 特 質 ，不 同 的 特 質 ，不 同 的 特 質 ，尤尤尤尤其 是 在 對 文 字 的其 是 在 對 文 字 的其 是 在 對 文 字 的其 是 在 對 文 字 的敏敏敏敏感 度感 度感 度感 度與與與與使使使使用用用用文 字 的 能 力 。文 字 的 能 力 。文 字 的 能 力 。文 字 的 能 力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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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 有具 有具 有具 有

                                                                                                                                                                                        

23
 「前理解」（「前理解」（「前理解」（「前理解」（das Vorstandnis）是解釋學的）是解釋學的）是解釋學的）是解釋學的海德格爾海德格爾海德格爾海德格爾在其《在其《在其《在其《存存存存在與在與在與在與時間時間時間時間》一》一》一》一書書書書中中中中闡闡闡闡述述述述人的理解和解釋人的理解和解釋人的理解和解釋人的理解和解釋活活活活動動動動時時時時所提出的一個概念。參見所提出的一個概念。參見所提出的一個概念。參見所提出的一個概念。參見王王王王岳川岳川岳川岳川：《現象學與解釋學文論》（：《現象學與解釋學文論》（：《現象學與解釋學文論》（：《現象學與解釋學文論》（濟濟濟濟南：南：南：南：山山山山東東東東教育教育教育教育出版社，出版社，出版社，出版社，2001 年年年年 2 刷），刷），刷），刷），196-199 頁。或參見頁。或參見頁。或參見頁。或參見司司司司有有有有侖侖侖侖主主主主編：《編：《編：《編：《當代西當代西當代西當代西方方方方美美美美學新範學新範學新範學新範疇辭疇辭疇辭疇辭典》（典》（典》（典》（北京北京北京北京：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1996），），），），273 頁。本論文頁。本論文頁。本論文頁。本論文藉藉藉藉此概念，所此概念，所此概念，所此概念，所想想想想表達的表達的表達的表達的前理解前理解前理解前理解包括包括包括包括了作了作了作了作家家家家的文學和的文學和的文學和的文學和藝術藝術藝術藝術上上上上的的的的修養修養修養修養，也，也，也，也包括包括包括包括了作了作了作了作家家家家在歷史文化環在歷史文化環在歷史文化環在歷史文化環境境境境中所形成的和中所形成的和中所形成的和中所形成的和具有的種種文學的、具有的種種文學的、具有的種種文學的、具有的種種文學的、哲哲哲哲學的、學的、學的、學的、道道道道德德德德倫理和倫理和倫理和倫理和政治政治政治政治意意意意識識識識型型型型態態態態上上上上的認的認的認的認識識識識和和和和知識知識知識知識，，，，更更更更包括包括包括包括了種種了種種了種種了種種已已已已形成的，具有形成的，具有形成的，具有形成的，具有強強強強大大大大約束力量約束力量約束力量約束力量的文體規範。的文體規範。的文體規範。的文體規範。 

24
 李李李李建建建建盛盛盛盛提及：「文學語言所提及：「文學語言所提及：「文學語言所提及：「文學語言所蘊蘊蘊蘊涵涵涵涵的的的的審美經審美經審美經審美經驗驗驗驗就是我們人類的就是我們人類的就是我們人類的就是我們人類的經經經經驗驗驗驗，文學語言以自，文學語言以自，文學語言以自，文學語言以自身存身存身存身存在的方式在的方式在的方式在的方式向向向向理解者理解者理解者理解者講講講講述述述述著著著著人類自人類自人類自人類自身身身身的的的的經經經經驗驗驗驗。」參見。」參見。」參見。」參見李李李李建建建建盛盛盛盛：《理解：《理解：《理解：《理解事事事事件件件件與文本意義與文本意義與文本意義與文本意義—文文文文學學學學詮詮詮詮釋學》（釋學》（釋學》（釋學》（上上上上海海海海：：：：上上上上海譯海譯海譯海譯文出版社，文出版社，文出版社，文出版社，2002），），），），83 頁。原有的文體規範正是由前人的頁。原有的文體規範正是由前人的頁。原有的文體規範正是由前人的頁。原有的文體規範正是由前人的審審審審美美美美理理理理想想想想和和和和審美審美審美審美趣趣趣趣味所產生的，它味所產生的，它味所產生的，它味所產生的，它展展展展示示示示著著著著前人智前人智前人智前人智慧慧慧慧的的的的審美經審美經審美經審美經驗驗驗驗，，，，供供供供後人參後人參後人參後人參考考考考，，，，供供供供後人理解後人理解後人理解後人理解後和前人後和前人後和前人後和前人進行一歷史的交進行一歷史的交進行一歷史的交進行一歷史的交流流流流與對話。與對話。與對話。與對話。 

25
 童慶炳童慶炳童慶炳童慶炳：「作：「作：「作：「作家家家家往往往往往往往往是那是那是那是那些些些些在在在在資稟資稟資稟資稟方面的感方面的感方面的感方面的感受力受力受力受力、、、、記憶力記憶力記憶力記憶力、、、、想想想想像力像力像力像力和和和和洞察力洞察力洞察力洞察力具有特具有特具有特具有特點點點點

    



第 九 章第 九 章第 九 章第 九 章     古 文 變 體 產 生 的 原 因古 文 變 體 產 生 的 原 因古 文 變 體 產 生 的 原 因古 文 變 體 產 生 的 原 因         

    {{{{P A G E   P A G E   P A G E   P A G E   }}}}    

這 樣這 樣這 樣這 樣條條條條件 的件 的件 的件 的人人人人，，，，常常常常會會會會按耐按耐按耐按耐不不不不住住住住自自自自己己己己的的的的秉賦秉賦秉賦秉賦希望希望希望希望有 新有 新有 新有 新穎穎穎穎的 創 作 ， 對 傳的 創 作 ， 對 傳的 創 作 ， 對 傳的 創 作 ， 對 傳

統 有 所 變統 有 所 變統 有 所 變統 有 所 變革革革革。 體 裁 的。 體 裁 的。 體 裁 的。 體 裁 的選擇選擇選擇選擇也也也也屬屬屬屬作 家 顯作 家 顯作 家 顯作 家 顯示示示示特特特特殊秉賦殊秉賦殊秉賦殊秉賦的 一的 一的 一的 一面面面面， 因 它， 因 它， 因 它， 因 它需需需需要要要要

有有有有剎剎剎剎那那那那間間間間的的的的獨獨獨獨到 體到 體到 體到 體驗驗驗驗以 及以 及以 及以 及靈靈靈靈感 ， 以 及 對 言感 ， 以 及 對 言感 ， 以 及 對 言感 ， 以 及 對 言語語語語的 特的 特的 特的 特殊敏殊敏殊敏殊敏感 和感 和感 和感 和獨獨獨獨特特特特運用運用運用運用

的 結 果 。的 結 果 。的 結 果 。的 結 果 。 古 文古 文古 文古 文 變 體 的 產 生 ， 可 說 是 一 種 傳 統 和 變 化 的變 體 的 產 生 ， 可 說 是 一 種 傳 統 和 變 化 的變 體 的 產 生 ， 可 說 是 一 種 傳 統 和 變 化 的變 體 的 產 生 ， 可 說 是 一 種 傳 統 和 變 化 的衝衝衝衝突突突突，，，，需需需需要 作要 作要 作要 作

家家家家敏銳敏銳敏銳敏銳的 感的 感的 感的 感受受受受， 並 且 積， 並 且 積， 並 且 積， 並 且 積極極極極主 動 的 思主 動 的 思主 動 的 思主 動 的 思索索索索， 如 何， 如 何， 如 何， 如 何才才才才能 創 作 既能 創 作 既能 創 作 既能 創 作 既適適適適合 又 創 新合 又 創 新合 又 創 新合 又 創 新

的 作 品。這 類 作 家 既 然的 作 品。這 類 作 家 既 然的 作 品。這 類 作 家 既 然的 作 品。這 類 作 家 既 然承受承受承受承受舊 有 文 學 的 傳 統，又 有舊 有 文 學 的 傳 統，又 有舊 有 文 學 的 傳 統，又 有舊 有 文 學 的 傳 統，又 有餘餘餘餘力 變力 變力 變力 變革革革革與與與與創 新，創 新，創 新，創 新，

當 然 是當 然 是當 然 是當 然 是極極極極優秀優秀優秀優秀的，的，的，的，王更王更王更王更生 說生 說生 說生 說：：：：「 從 文 學 發 展 之「 從 文 學 發 展 之「 從 文 學 發 展 之「 從 文 學 發 展 之觀點觀點觀點觀點而 言而 言而 言而 言，時，時，時，時代代代代變 化 不變 化 不變 化 不變 化 不

停停停停，文 體 亦，文 體 亦，文 體 亦，文 體 亦絕絕絕絕不 可 能 一 成 不 變，所 以 必不 可 能 一 成 不 變，所 以 必不 可 能 一 成 不 變，所 以 必不 可 能 一 成 不 變，所 以 必須須須須有有有有適適適適應應應應時時時時代代代代需需需需要 之要 之要 之要 之『才人』『才人』『才人』『才人』

出 而出 而出 而出 而突突突突破 ， 作 變破 ， 作 變破 ， 作 變破 ， 作 變革革革革創 新 之 先創 新 之 先創 新 之 先創 新 之 先驅驅驅驅。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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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 一 個當 一 個當 一 個當 一 個傑傑傑傑出 作 家 在 不出 作 家 在 不出 作 家 在 不出 作 家 在 不斷斷斷斷的 在 自的 在 自的 在 自的 在 自

我 探我 探我 探我 探索索索索創 作 發 展 的 可 能 性 時 ， 當 會創 作 發 展 的 可 能 性 時 ， 當 會創 作 發 展 的 可 能 性 時 ， 當 會創 作 發 展 的 可 能 性 時 ， 當 會用用用用不 同 的 寫 作 方 式 ， 而 變 異 文 體不 同 的 寫 作 方 式 ， 而 變 異 文 體不 同 的 寫 作 方 式 ， 而 變 異 文 體不 同 的 寫 作 方 式 ， 而 變 異 文 體

便 不便 不便 不便 不失失失失為 一 種為 一 種為 一 種為 一 種較佳較佳較佳較佳的 表 現 方 式 了 。的 表 現 方 式 了 。的 表 現 方 式 了 。的 表 現 方 式 了 。     

                                                                                                                                                                                                                                                                                                                                                                                                                                                                                                                                        的人。」參見的人。」參見的人。」參見的人。」參見童慶炳童慶炳童慶炳童慶炳：《文體與文體的創造》（昆明：雲南人民出版社，：《文體與文體的創造》（昆明：雲南人民出版社，：《文體與文體的創造》（昆明：雲南人民出版社，：《文體與文體的創造》（昆明：雲南人民出版社，1999 三刷），三刷），三刷），三刷），197頁。頁。頁。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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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王更王更王更王更生：〈論我國古生：〈論我國古生：〈論我國古生：〈論我國古今散今散今散今散文體類分文體類分文體類分文體類分合合合合之之之之價值價值價值價值原原原原則則則則及方法〉（《及方法〉（《及方法〉（《及方法〉（《孔孟孔孟孔孟孔孟學學學學報報報報》第》第》第》第 54 期，期，期，期，1987年年年年 9 月月月月），），），），160 頁。另史頁。另史頁。另史頁。另史小軍小軍小軍小軍有類有類有類有類似似似似見解：「文學見解：「文學見解：「文學見解：「文學發展發展發展發展的歷史告的歷史告的歷史告的歷史告訴訴訴訴我們，我們，我們，我們，每每每每一個具有創造一個具有創造一個具有創造一個具有創造性的作性的作性的作性的作家都家都家都家都是以反是以反是以反是以反抗抗抗抗和和和和叛逆叛逆叛逆叛逆傳統傳統傳統傳統文體規範為其文體規範為其文體規範為其文體規範為其使使使使命命命命的。」參見史的。」參見史的。」參見史的。」參見史小軍小軍小軍小軍：〈：〈：〈：〈復復復復古古古古思思思思潮潮潮潮與文與文與文與文體意體意體意體意識識識識—唐代唐代唐代唐代古文古文古文古文運運運運動動動動與明與明與明與明代七子代七子代七子代七子派派派派文學文學文學文學復復復復古古古古運運運運動動動動的文體學的文體學的文體學的文體學省察省察省察省察〉（《人文〉（《人文〉（《人文〉（《人文雜雜雜雜誌誌誌誌》，》，》，》，2002年第年第年第年第 3 期），期），期），期），103 頁。這種頁。這種頁。這種頁。這種使使使使命命命命感作感作感作感作家家家家本本本本身身身身並不一定能意並不一定能意並不一定能意並不一定能意識到識到識到識到，有，有，有，有時時時時是是是是潛潛潛潛意意意意識識識識的的的的存存存存在，在，在，在，作作作作家只家只家只家只是是是是隱隱隱隱隱隱隱隱覺得覺得覺得覺得希望希望希望希望能突破能突破能突破能突破些些些些什麼，什麼，什麼，什麼，希望希望希望希望能寫能寫能寫能寫些些些些和前人不同和前人不同和前人不同和前人不同但但但但又出又出又出又出色色色色的作品的作品的作品的作品來來來來。。。。韋勒韋勒韋勒韋勒克克克克、、、、華華華華倫說：「倫說：「倫說：「倫說：「好好好好的作的作的作的作家家家家，一部，一部，一部，一部份沿份沿份沿份沿用用用用已已已已經存經存經存經存在的類型，一部在的類型，一部在的類型，一部在的類型，一部份份份份則則則則將將將將之之之之擴充擴充擴充擴充。無論就。無論就。無論就。無論就哪哪哪哪方面方面方面方面來來來來說，說，說，說，偉偉偉偉大的作大的作大的作大的作家很少家很少家很少家很少是類型的是類型的是類型的是類型的發發發發明者：明者：明者：明者：莎士比亞莎士比亞莎士比亞莎士比亞和和和和芮辛芮辛芮辛芮辛……等……等……等……等人人人人都都都都承承承承襲襲襲襲了了了了別別別別人的人的人的人的勞績勞績勞績勞績。」參見。」參見。」參見。」參見王王王王夢鷗夢鷗夢鷗夢鷗、許國、許國、許國、許國衡譯衡譯衡譯衡譯：《文學論》（：《文學論》（：《文學論》（：《文學論》（台北台北台北台北：志文出版社，民：志文出版社，民：志文出版社，民：志文出版社，民 65）第）第）第）第十七十七十七十七章〈文章〈文章〈文章〈文學的類型〉，學的類型〉，學的類型〉，學的類型〉，394 頁。頁。頁。頁。要要要要做做做做出古文變體出古文變體出古文變體出古文變體真真真真的的的的需要需要需要需要一種一種一種一種天才天才天才天才。另。另。另。另童慶炳童慶炳童慶炳童慶炳提及：「提及：「提及：「提及：「天才天才天才天才的一個的一個的一個的一個特徵之一是不特徵之一是不特徵之一是不特徵之一是不甘甘甘甘心心心心受慣受慣受慣受慣例例例例的的的的困擾困擾困擾困擾，，，，擺脫擺脫擺脫擺脫這種這種這種這種困擾困擾困擾困擾，進而破，進而破，進而破，進而破壞慣壞慣壞慣壞慣例例例例是是是是天才天才天才天才的一種『的一種『的一種『的一種『權權權權利利利利』。』。』。』。……………………天才天才天才天才在文體在文體在文體在文體上上上上的『的『的『的『越越越越規』行為，規』行為，規』行為，規』行為，從從從從某某某某種意義種意義種意義種意義上上上上說，它說，它說，它說，它往往往往往往往往是是是是獨獨獨獨特的文體創造特的文體創造特的文體創造特的文體創造的的的的動力動力動力動力。」參見。」參見。」參見。」參見童慶炳童慶炳童慶炳童慶炳：《文體與文體的創造》（昆明：雲南人民出版社，：《文體與文體的創造》（昆明：雲南人民出版社，：《文體與文體的創造》（昆明：雲南人民出版社，：《文體與文體的創造》（昆明：雲南人民出版社，1999 三刷），三刷），三刷），三刷），
201 頁。頁。頁。頁。尤尤尤尤其在其在其在其在講講講講求求求求循循循循規規規規蹈矩蹈矩蹈矩蹈矩，，，，要求要求要求要求不不不不偏偏偏偏不不不不倚倚倚倚的中的中的中的中庸庸庸庸之之之之道道道道的中的中的中的中華華華華文化文化文化文化來來來來說，「破說，「破說，「破說，「破壞壞壞壞」和」和」和」和「「「「越越越越規」這種概念規」這種概念規」這種概念規」這種概念很很很很難難難難出現，所以出現，所以出現，所以出現，所以除非除非除非除非相相相相當當當當優秀優秀優秀優秀的作的作的作的作家家家家，，，，才才才才會會會會不不不不甘甘甘甘心心心心受受受受前人規範的前人規範的前人規範的前人規範的束縛束縛束縛束縛，，，，而而而而思思思思欲欲欲欲出現能出現能出現能出現能展展展展現自我、與現自我、與現自我、與現自我、與眾眾眾眾不同的新不同的新不同的新不同的新穎穎穎穎創作。創作。創作。創作。 



韓 愈 之 古 文 變 體 研 究韓 愈 之 古 文 變 體 研 究韓 愈 之 古 文 變 體 研 究韓 愈 之 古 文 變 體 研 究         

    {{{{P A G E   P A G E   P A G E   P A G E   }}}}    

作 品 的作 品 的作 品 的作 品 的內內內內容容容容也 許 可 以 作也 許 可 以 作也 許 可 以 作也 許 可 以 作偽偽偽偽， 會 有， 會 有， 會 有， 會 有真真真真假假假假、、、、好好好好壞 之 別 ， 如 古壞 之 別 ， 如 古壞 之 別 ， 如 古壞 之 別 ， 如 古人人人人所 謂所 謂所 謂所 謂

「「「「巨奸為憂國語，熱中人作冰雪文巨奸為憂國語，熱中人作冰雪文巨奸為憂國語，熱中人作冰雪文巨奸為憂國語，熱中人作冰雪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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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 其 由但 其 由但 其 由但 其 由內內內內容與容與容與容與形 式 融 合 而 成形 式 融 合 而 成形 式 融 合 而 成形 式 融 合 而 成

的的的的風格風格風格風格，，，，卻卻卻卻必 然 會 有必 然 會 有必 然 會 有必 然 會 有著著著著作 家 的 主作 家 的 主作 家 的 主作 家 的 主觀觀觀觀世世世世界界界界， 如 思 想 、 性， 如 思 想 、 性， 如 思 想 、 性， 如 思 想 、 性格格格格、、、、氣氣氣氣質 、 情質 、 情質 、 情質 、 情

趣趣趣趣、 情 感 、 思、 情 感 、 思、 情 感 、 思、 情 感 、 思維維維維方 式方 式方 式方 式等等等等等等等等， 而 這 些 都 可 能 是 制 約 文 體 變 異 的 重 要 因， 而 這 些 都 可 能 是 制 約 文 體 變 異 的 重 要 因， 而 這 些 都 可 能 是 制 約 文 體 變 異 的 重 要 因， 而 這 些 都 可 能 是 制 約 文 體 變 異 的 重 要 因

素素素素。 作 家 在。 作 家 在。 作 家 在。 作 家 在遵守遵守遵守遵守一 定 文 體 規 範 的 同 時 ， 憑一 定 文 體 規 範 的 同 時 ， 憑一 定 文 體 規 範 的 同 時 ， 憑一 定 文 體 規 範 的 同 時 ， 憑著著著著自自自自己天賦己天賦己天賦己天賦的的的的靈靈靈靈性 和 特 有性 和 特 有性 和 特 有性 和 特 有

的的的的審美審美審美審美情情情情趣趣趣趣，，，，獲獲獲獲得得得得了 某 種了 某 種了 某 種了 某 種獨獨獨獨特 的特 的特 的特 的語語語語感 、感 、感 、感 、語語語語調 ， 而 創 造 出 一 種調 ， 而 創 造 出 一 種調 ， 而 創 造 出 一 種調 ， 而 創 造 出 一 種獨獨獨獨具 一具 一具 一具 一

格格格格的 、 具 有 藝 術的 、 具 有 藝 術的 、 具 有 藝 術的 、 具 有 藝 術魅魅魅魅力 的 變 體 文 章 。 或 許 這 種力 的 變 體 文 章 。 或 許 這 種力 的 變 體 文 章 。 或 許 這 種力 的 變 體 文 章 。 或 許 這 種 古 文古 文古 文古 文 變 體 是 作 家 在 不 經變 體 是 作 家 在 不 經變 體 是 作 家 在 不 經變 體 是 作 家 在 不 經

意 中意 中意 中意 中隨隨隨隨手手手手寫 出 的 ， 但寫 出 的 ， 但寫 出 的 ， 但寫 出 的 ， 但卻卻卻卻因 具 有 一 種 出因 具 有 一 種 出因 具 有 一 種 出因 具 有 一 種 出人人人人意意意意料料料料的 意 味 和的 意 味 和的 意 味 和的 意 味 和韻韻韻韻調 ， 以 及調 ， 以 及調 ， 以 及調 ， 以 及極極極極

為為為為豐富豐富豐富豐富的的的的內內內內涵涵涵涵，而，而，而，而 可 能可 能可 能可 能 成 為 後成 為 後成 為 後成 為 後代代代代作 家作 家作 家作 家另另另另一 種 新 的一 種 新 的一 種 新 的一 種 新 的追隨追隨追隨追隨標標標標準。「 文 章 本準。「 文 章 本準。「 文 章 本準。「 文 章 本

天天天天成 ，成 ，成 ，成 ，妙手偶妙手偶妙手偶妙手偶得得得得之 」之 」之 」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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說 的 正 是 如 此 。說 的 正 是 如 此 。說 的 正 是 如 此 。說 的 正 是 如 此 。僅僅符僅僅符僅僅符僅僅符合 文 體 規 範 ， 是 不合 文 體 規 範 ， 是 不合 文 體 規 範 ， 是 不合 文 體 規 範 ， 是 不夠夠夠夠

的 ， 能的 ， 能的 ， 能的 ， 能夠超越夠超越夠超越夠超越文 體 規 範 ， 營 造文 體 規 範 ， 營 造文 體 規 範 ， 營 造文 體 規 範 ， 營 造最最最最適適適適合合合合內內內內容容容容的 形 式 ，的 形 式 ，的 形 式 ，的 形 式 ，甚至甚至甚至甚至改改改改去原去原去原去原有 規有 規有 規有 規

範 的範 的範 的範 的缺缺缺缺點點點點， 這， 這， 這， 這才才才才是是是是他他他他們們們們最最最最想 寫 出 的 文 章 。想 寫 出 的 文 章 。想 寫 出 的 文 章 。想 寫 出 的 文 章 。 古 文古 文古 文古 文 變 體 也 可 說 是 作 家 個變 體 也 可 說 是 作 家 個變 體 也 可 說 是 作 家 個變 體 也 可 說 是 作 家 個

性 的 一 個 表 現 ，性 的 一 個 表 現 ，性 的 一 個 表 現 ，性 的 一 個 表 現 ，敢敢敢敢於 創 新 、 嘗 試 變 異 ， 並 且 要於 創 新 、 嘗 試 變 異 ， 並 且 要於 創 新 、 嘗 試 變 異 ， 並 且 要於 創 新 、 嘗 試 變 異 ， 並 且 要面面面面對對對對未未未未知 的 結 果 ， 實知 的 結 果 ， 實知 的 結 果 ， 實知 的 結 果 ， 實

是是是是需需需需要 相 當 的要 相 當 的要 相 當 的要 相 當 的勇氣勇氣勇氣勇氣，，，，需需需需要 一 種要 一 種要 一 種要 一 種與眾與眾與眾與眾不 同 的 個 性不 同 的 個 性不 同 的 個 性不 同 的 個 性與與與與智慧智慧智慧智慧來來來來支持支持支持支持。 這 也。 這 也。 這 也。 這 也

就 是 為 何 說 文 學 作 品 所 展 現 的 是 作 家就 是 為 何 說 文 學 作 品 所 展 現 的 是 作 家就 是 為 何 說 文 學 作 品 所 展 現 的 是 作 家就 是 為 何 說 文 學 作 品 所 展 現 的 是 作 家內內內內在在在在世世世世界界界界的的的的原原原原因 。 作 家因 。 作 家因 。 作 家因 。 作 家獨獨獨獨特 的特 的特 的特 的

個 性 ， 正 藉個 性 ， 正 藉個 性 ， 正 藉個 性 ， 正 藉著著著著古 文古 文古 文古 文 變 體 呈 現 出 來 。 作 家 創 造 的 ， 是 一 種 「 個變 體 呈 現 出 來 。 作 家 創 造 的 ， 是 一 種 「 個變 體 呈 現 出 來 。 作 家 創 造 的 ， 是 一 種 「 個變 體 呈 現 出 來 。 作 家 創 造 的 ， 是 一 種 「 個人人人人文 體文 體文 體文 體

規 範 」，當 然 這 種 變 異 文 體，規 範 」，當 然 這 種 變 異 文 體，規 範 」，當 然 這 種 變 異 文 體，規 範 」，當 然 這 種 變 異 文 體，還還還還是 有 所 規 範，但 是 其 變 異 結 果 已是 有 所 規 範，但 是 其 變 異 結 果 已是 有 所 規 範，但 是 其 變 異 結 果 已是 有 所 規 範，但 是 其 變 異 結 果 已超超超超出出出出

正正正正常常常常文 體 規 範 之文 體 規 範 之文 體 規 範 之文 體 規 範 之外外外外，是 作 家 對 文 體 規 範 的 一 種，是 作 家 對 文 體 規 範 的 一 種，是 作 家 對 文 體 規 範 的 一 種，是 作 家 對 文 體 規 範 的 一 種超越超越超越超越，是 相 當 個，是 相 當 個，是 相 當 個，是 相 當 個人人人人化，化，化，化，

個 別 化 的 ， 而 若 此 規 範 以 其 特個 別 化 的 ， 而 若 此 規 範 以 其 特個 別 化 的 ， 而 若 此 規 範 以 其 特個 別 化 的 ， 而 若 此 規 範 以 其 特殊殊殊殊文 學文 學文 學文 學美美美美感 ， 吸 引 許 多 作 家 ，感 ， 吸 引 許 多 作 家 ，感 ， 吸 引 許 多 作 家 ，感 ， 吸 引 許 多 作 家 ，得得得得到 大到 大到 大到 大

家 的家 的家 的家 的喜喜喜喜好與好與好與好與習習習習作 ， 便 可 能 創 造 出 一 種 新 的作 ， 便 可 能 創 造 出 一 種 新 的作 ， 便 可 能 創 造 出 一 種 新 的作 ， 便 可 能 創 造 出 一 種 新 的 古 文古 文古 文古 文 變 體 文 類 ， 成 為變 體 文 類 ， 成 為變 體 文 類 ， 成 為變 體 文 類 ， 成 為日日日日後後後後

看 來看 來看 來看 來屬屬屬屬於 「 正於 「 正於 「 正於 「 正常常常常」 的 文 體 規 範 ， 並 期 待」 的 文 體 規 範 ， 並 期 待」 的 文 體 規 範 ， 並 期 待」 的 文 體 規 範 ， 並 期 待著著著著後後後後人人人人的的的的繼續繼續繼續繼續超越超越超越超越。。。。     

    

                                                                                                                                                                                        

27
 宋‧宋‧宋‧宋‧吳楚厚吳楚厚吳楚厚吳楚厚：《：《：《：《青箱青箱青箱青箱雜雜雜雜記記記記》卷》卷》卷》卷八八八八（（（（北京北京北京北京：中：中：中：中華華華華書局書局書局書局，，，，1985）））） 

28
 陸陸陸陸游：《游：《游：《游：《劍劍劍劍南南南南詩詩詩詩稿稿稿稿》卷》卷》卷》卷八八八八十十十十三〈文章〉（三〈文章〉（三〈文章〉（三〈文章〉（四庫四庫四庫四庫全全全全書書書書，，，，集集集集部，部，部，部，別別別別集集集集類）類）類）類） 



第 九 章第 九 章第 九 章第 九 章     古 文 變 體 產 生 的 原 因古 文 變 體 產 生 的 原 因古 文 變 體 產 生 的 原 因古 文 變 體 產 生 的 原 因         

    {{{{P A G E   P A G E   P A G E   P A G E   }}}}    

貳、貳、貳、貳、以以以以作家文體意識作家文體意識作家文體意識作家文體意識而論而論而論而論  

在在在在討討討討論 作 家 因論 作 家 因論 作 家 因論 作 家 因素素素素對 於 產 生對 於 產 生對 於 產 生對 於 產 生 古 文古 文古 文古 文 變 體 的變 體 的變 體 的變 體 的影響影響影響影響時 ， 我 們 也時 ， 我 們 也時 ， 我 們 也時 ， 我 們 也需需需需注 意 的注 意 的注 意 的注 意 的

是 作 家 在 創 作 時 的 文 體是 作 家 在 創 作 時 的 文 體是 作 家 在 創 作 時 的 文 體是 作 家 在 創 作 時 的 文 體 意意意意識識識識
29

。而 若，要。而 若，要。而 若，要。而 若，要討討討討論 古 文 作 家 的 文 體 意論 古 文 作 家 的 文 體 意論 古 文 作 家 的 文 體 意論 古 文 作 家 的 文 體 意識識識識，，，，

則 不 能則 不 能則 不 能則 不 能忽略忽略忽略忽略文 學 傳 統 對 古 文 作 家 的文 學 傳 統 對 古 文 作 家 的文 學 傳 統 對 古 文 作 家 的文 學 傳 統 對 古 文 作 家 的影響影響影響影響。 文 學 傳 統 對 文 體 變 異 的。 文 學 傳 統 對 文 體 變 異 的。 文 學 傳 統 對 文 體 變 異 的。 文 學 傳 統 對 文 體 變 異 的影影影影

響響響響是是是是直接直接直接直接而 顯而 顯而 顯而 顯明明明明的 ， 因 為 作 家 對 文 體 的的 ， 因 為 作 家 對 文 體 的的 ， 因 為 作 家 對 文 體 的的 ， 因 為 作 家 對 文 體 的追求追求追求追求是是是是他他他他的的的的審美理審美理審美理審美理想 、想 、想 、想 、審美審美審美審美

趣趣趣趣味 的 體 現 ， 而 作 家 的味 的 體 現 ， 而 作 家 的味 的 體 現 ， 而 作 家 的味 的 體 現 ， 而 作 家 的審美理審美理審美理審美理想 、想 、想 、想 、審美審美審美審美趣趣趣趣味 又 是 在味 又 是 在味 又 是 在味 又 是 在接接接接受受受受某 種 文 學 傳某 種 文 學 傳某 種 文 學 傳某 種 文 學 傳

統 中 形 成 的 。 此統 中 形 成 的 。 此統 中 形 成 的 。 此統 中 形 成 的 。 此外外外外， 文 學 傳 統 對 文 體 的， 文 學 傳 統 對 文 體 的， 文 學 傳 統 對 文 體 的， 文 學 傳 統 對 文 體 的影響影響影響影響也 不 是也 不 是也 不 是也 不 是單單單單一 ， 而 是一 ， 而 是一 ， 而 是一 ， 而 是綜綜綜綜合合合合

的 ， 因 為 中的 ， 因 為 中的 ， 因 為 中的 ， 因 為 中國國國國的 文 學的 文 學的 文 學的 文 學領域領域領域領域中 已中 已中 已中 已擁擁擁擁有有有有豐富豐富豐富豐富的 多的 多的 多的 多面面面面向向向向之 作 品之 作 品之 作 品之 作 品與與與與體 裁 。體 裁 。體 裁 。體 裁 。杜杜杜杜

甫甫甫甫在在在在〈〈〈〈戲戲戲戲為為為為六六六六絕句絕句絕句絕句〉〉〉〉中中中中曾曾曾曾說說說說：：：：「「「「別裁偽體親風雅，轉益多師是汝師別裁偽體親風雅，轉益多師是汝師別裁偽體親風雅，轉益多師是汝師別裁偽體親風雅，轉益多師是汝師」，」，」，」，

這這這這二二二二句話句話句話句話雖雖雖雖是是是是杜氏杜氏杜氏杜氏在 表在 表在 表在 表明明明明自自自自己己己己的 創 作 主的 創 作 主的 創 作 主的 創 作 主張張張張， 但 也 指 出 文 學 作 品， 但 也 指 出 文 學 作 品， 但 也 指 出 文 學 作 品， 但 也 指 出 文 學 作 品 是 可是 可是 可是 可

以以以以 經 由 作 家經 由 作 家經 由 作 家經 由 作 家熔熔熔熔古古古古鑄今鑄今鑄今鑄今， 轉， 轉， 轉， 轉益益益益多多多多師師師師， 因 而 有 所 變 異 的 。 文 學 傳 統 作 為， 因 而 有 所 變 異 的 。 文 學 傳 統 作 為， 因 而 有 所 變 異 的 。 文 學 傳 統 作 為， 因 而 有 所 變 異 的 。 文 學 傳 統 作 為

一 種一 種一 種一 種社社社社會 文 化 現會 文 化 現會 文 化 現會 文 化 現象象象象， 它 是 既 被， 它 是 既 被， 它 是 既 被， 它 是 既 被遵遵遵遵循循循循卻卻卻卻又又又又含含含含有 若有 若有 若有 若干干干干程 度 的程 度 的程 度 的程 度 的開放開放開放開放性 ， 使性 ， 使性 ， 使性 ， 使

創 新 成 為 可 能 ， 作 家 可 能 在 文 學 傳 統 下 ， 考 慮創 新 成 為 可 能 ， 作 家 可 能 在 文 學 傳 統 下 ， 考 慮創 新 成 為 可 能 ， 作 家 可 能 在 文 學 傳 統 下 ， 考 慮創 新 成 為 可 能 ， 作 家 可 能 在 文 學 傳 統 下 ， 考 慮最最最最合合合合適適適適展 現 自展 現 自展 現 自展 現 自己己己己審美審美審美審美

理理理理想 、想 、想 、想 、審美審美審美審美趣趣趣趣味 的 表 現 方 式 ， 但 在 同 時 ， 也味 的 表 現 方 式 ， 但 在 同 時 ， 也味 的 表 現 方 式 ， 但 在 同 時 ， 也味 的 表 現 方 式 ， 但 在 同 時 ， 也常進行著常進行著常進行著常進行著文 體 的 創 作文 體 的 創 作文 體 的 創 作文 體 的 創 作與與與與

改改改改革革革革， 而 形 成 文 體 的 變 異 現， 而 形 成 文 體 的 變 異 現， 而 形 成 文 體 的 變 異 現， 而 形 成 文 體 的 變 異 現象象象象。。。。     

一一一一般般般般而 言 ， 作 家 在 創 作 時 ， 會 同 時而 言 ， 作 家 在 創 作 時 ， 會 同 時而 言 ， 作 家 在 創 作 時 ， 會 同 時而 言 ， 作 家 在 創 作 時 ， 會 同 時面面面面臨臨臨臨的 兩 種 意的 兩 種 意的 兩 種 意的 兩 種 意識識識識：：：：文 體 規 範文 體 規 範文 體 規 範文 體 規 範

意意意意識識識識，及 文 體 自，及 文 體 自，及 文 體 自，及 文 體 自覺覺覺覺意意意意識識識識。所 謂「 文 體 規 範 意。所 謂「 文 體 規 範 意。所 謂「 文 體 規 範 意。所 謂「 文 體 規 範 意識識識識」，只 是 指 出 作 家」，只 是 指 出 作 家」，只 是 指 出 作 家」，只 是 指 出 作 家最最最最基基基基

本 的「本 的「本 的「本 的「審審審審題題題題辨辨辨辨體 」的體 」的體 」的體 」的基基基基本 意本 意本 意本 意識識識識；；；；而「 文 體 自而「 文 體 自而「 文 體 自而「 文 體 自覺覺覺覺意意意意識識識識」，則 是 指」，則 是 指」，則 是 指」，則 是 指真真真真正正正正優優優優

秀秀秀秀的 作 家 能的 作 家 能的 作 家 能的 作 家 能審審審審查查查查出 傳 統 文 體 規 範 的出 傳 統 文 體 規 範 的出 傳 統 文 體 規 範 的出 傳 統 文 體 規 範 的侷侷侷侷限限限限性 ， 而 試性 ， 而 試性 ， 而 試性 ， 而 試圖圖圖圖創 造 出創 造 出創 造 出創 造 出最最最最適適適適合 表合 表合 表合 表

現 的 新 文 體 。現 的 新 文 體 。現 的 新 文 體 。現 的 新 文 體 。
30

關 於 這關 於 這關 於 這關 於 這點點點點， 歷 來， 歷 來， 歷 來， 歷 來討討討討論 者論 者論 者論 者眾眾眾眾多 ， 只 是多 ， 只 是多 ， 只 是多 ， 只 是未明未明未明未明確 指 出 此確 指 出 此確 指 出 此確 指 出 此觀觀觀觀

                                                                                                                                                                                        

29
 陶東風提及：「文體意陶東風提及：「文體意陶東風提及：「文體意陶東風提及：「文體意識識識識是是是是指指指指『一個人在『一個人在『一個人在『一個人在長長長長期的文化期的文化期的文化期的文化薰薰薰薰陶中形成的對於文體特徵的或陶中形成的對於文體特徵的或陶中形成的對於文體特徵的或陶中形成的對於文體特徵的或明明明明確確確確或或或或朦朧朦朧朦朧朦朧的的的的心心心心理理理理把握把握把握把握。』」參見陶東風：《文體演變及其文化意味》（昆明：雲南人民。』」參見陶東風：《文體演變及其文化意味》（昆明：雲南人民。』」參見陶東風：《文體演變及其文化意味》（昆明：雲南人民。』」參見陶東風：《文體演變及其文化意味》（昆明：雲南人民出版社，出版社，出版社，出版社，1994），），），），100 頁。頁。頁。頁。 

30
 劉路劉路劉路劉路、、、、朱玲朱玲朱玲朱玲指指指指出：「文體的出：「文體的出：「文體的出：「文體的繁榮繁榮繁榮繁榮與與與與發展很發展很發展很發展很大大大大程程程程度度度度上上上上就是就是就是就是他他他他們（文人們（文人們（文人們（文人階層階層階層階層，，，，指指指指作作作作家家家家）自）自）自）自

    



韓 愈 之 古 文 變 體 研 究韓 愈 之 古 文 變 體 研 究韓 愈 之 古 文 變 體 研 究韓 愈 之 古 文 變 體 研 究         

    {{{{P A G E   P A G E   P A G E   P A G E   }}}}    

點點點點的 確的 確的 確的 確切名切名切名切名稱稱稱稱。。。。
31

一 個一 個一 個一 個處處處處於 一 定於 一 定於 一 定於 一 定社社社社會 文 化會 文 化會 文 化會 文 化背景背景背景背景中 的 作 者 必 然 會 形 成中 的 作 者 必 然 會 形 成中 的 作 者 必 然 會 形 成中 的 作 者 必 然 會 形 成

關 於 文 體 的 規 範 意關 於 文 體 的 規 範 意關 於 文 體 的 規 範 意關 於 文 體 的 規 範 意識識識識， 不， 不， 不， 不管管管管這 意這 意這 意這 意識識識識是是是是明明明明確 或確 或確 或確 或朦朧朦朧朦朧朦朧
32

。 而 由 於 文 體 規。 而 由 於 文 體 規。 而 由 於 文 體 規。 而 由 於 文 體 規

範 意範 意範 意範 意識識識識作作作作用用用用， 作 家 在 創 作 時 不， 作 家 在 創 作 時 不， 作 家 在 創 作 時 不， 作 家 在 創 作 時 不僅僅僅僅知知知知道道道道自自自自己己己己在 寫 何 種 文 體 ， 而 且 知在 寫 何 種 文 體 ， 而 且 知在 寫 何 種 文 體 ， 而 且 知在 寫 何 種 文 體 ， 而 且 知道道道道

自自自自己己己己該該該該如 何 寫 ， 也 就 會如 何 寫 ， 也 就 會如 何 寫 ， 也 就 會如 何 寫 ， 也 就 會按按按按照照照照這 類 文 體 的 規 範 來這 類 文 體 的 規 範 來這 類 文 體 的 規 範 來這 類 文 體 的 規 範 來進行進行進行進行寫 作 。 但 是 ， 也寫 作 。 但 是 ， 也寫 作 。 但 是 ， 也寫 作 。 但 是 ， 也

                                                                                                                                                                                                                                                                                                                                                                                                                                                                                                                                        覺覺覺覺的有意的有意的有意的有意識識識識的破體的破體的破體的破體活活活活動動動動的結果。的結果。的結果。的結果。……善……善……善……善於『於『於『於『審題審題審題審題辨辨辨辨體』體』體』體』只只只只是創作是創作是創作是創作走向走向走向走向成成成成功功功功的第一的第一的第一的第一步步步步。如。如。如。如果果果果只只只只具具具具備備備備這一這一這一這一層層層層的文體意的文體意的文體意的文體意識識識識，，，，當當當當社社社社會會會會、、、、讀讀讀讀者對文體提出新的者對文體提出新的者對文體提出新的者對文體提出新的要求時要求時要求時要求時，作者，作者，作者，作者縱縱縱縱使使使使有所有所有所有所察察察察覺覺覺覺也不可能也不可能也不可能也不可能擺脫擺脫擺脫擺脫傳統傳統傳統傳統文體規範的文體規範的文體規範的文體規範的束縛束縛束縛束縛，，，，只只只只有有有有改改改改變或變或變或變或犧牲犧牲犧牲犧牲他他他他的新的新的新的新思想思想思想思想新情感新情感新情感新情感去去去去範於範於範於範於傳統傳統傳統傳統。。。。唯唯唯唯有具有具有具有具備備備備第第第第二二二二層層層層文體意文體意文體意文體意識識識識的作的作的作的作家家家家才才才才能既認能既認能既認能既認識到各識到各識到各識到各文體的文體的文體的文體的優越優越優越優越性又性又性又性又看看看看到到到到它的它的它的它的侷限侷限侷限侷限性，自性，自性，自性，自覺地覺地覺地覺地嘗試嘗試嘗試嘗試新的表達方式，新的表達方式，新的表達方式，新的表達方式，找找找找到到到到能能能能恰恰恰恰和自和自和自和自己己己己情情情情思思思思的新文體。」參見的新文體。」參見的新文體。」參見的新文體。」參見劉路劉路劉路劉路、、、、朱玲朱玲朱玲朱玲：〈關於破體為：〈關於破體為：〈關於破體為：〈關於破體為文〉（《文〉（《文〉（《文〉（《陝陝陝陝西西西西師師師師範大學學範大學學範大學學範大學學報報報報（（（（哲哲哲哲學社學社學社學社會科會科會科會科學版）》，學版）》，學版）》，學版）》，1998 年年年年 6 月月月月第第第第 27 卷第卷第卷第卷第 2 期），期），期），期），117 頁。頁。頁。頁。上上上上段段段段文文文文字字字字所所所所指指指指第一第一第一第一層層層層意意意意識識識識，就是，就是，就是，就是指指指指「文體規範意「文體規範意「文體規範意「文體規範意識識識識」，而第」，而第」，而第」，而第二二二二層層層層意意意意識識識識，，，，則則則則是「文體自是「文體自是「文體自是「文體自覺覺覺覺意意意意識識識識」。」。」。」。劉路劉路劉路劉路、、、、朱玲朱玲朱玲朱玲又說：「如又說：「如又說：「如又說：「如何使何使何使何使破體破體破體破體真真真真正正正正得得得得以以以以實實實實現，現，現，現，焦點終焦點終焦點終焦點終於於於於落落落落在了文本創造者在了文本創造者在了文本創造者在了文本創造者身上身上身上身上，，，，他他他他具有具有具有具有怎樣怎樣怎樣怎樣的文體意的文體意的文體意的文體意識識識識，有無破體的，有無破體的，有無破體的，有無破體的膽膽膽膽識識識識與能與能與能與能力力力力成為關成為關成為關成為關鍵鍵鍵鍵。」古文大。」古文大。」古文大。」古文大家家家家韓愈這種韓愈這種韓愈這種韓愈這種膽膽膽膽識識識識和和和和能能能能力力力力是無是無是無是無庸置疑庸置疑庸置疑庸置疑的。的。的。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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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所所所謂謂謂謂「「「「朦朧朦朧朦朧朦朧」，是」，是」，是」，是指指指指古文作古文作古文作古文作家家家家在創作在創作在創作在創作時時時時多是多是多是多是依依依依循循循循自自自自己己己己所所所所讀讀讀讀的前人作品進行創作，不的前人作品進行創作，不的前人作品進行創作，不的前人作品進行創作，不管管管管對文體規範意對文體規範意對文體規範意對文體規範意識識識識或文體自或文體自或文體自或文體自覺覺覺覺意意意意識都識都識都識都不一定不一定不一定不一定非常清非常清非常清非常清楚楚楚楚，也不一定可以，也不一定可以，也不一定可以，也不一定可以清清清清楚楚楚楚表述自表述自表述自表述自己己己己創作的創作的創作的創作的作品其文體規範為作品其文體規範為作品其文體規範為作品其文體規範為何何何何。。。。 



第 九 章第 九 章第 九 章第 九 章     古 文 變 體 產 生 的 原 因古 文 變 體 產 生 的 原 因古 文 變 體 產 生 的 原 因古 文 變 體 產 生 的 原 因         

    {{{{P A G E   P A G E   P A G E   P A G E   }}}}    

需需需需要 在 某 些 時要 在 某 些 時要 在 某 些 時要 在 某 些 時候候候候，，，，刻刻刻刻意意意意漠漠漠漠視原視原視原視原有 的 文 體 成 規 ， 因 為 只 有 如 此 ， 作 家有 的 文 體 成 規 ， 因 為 只 有 如 此 ， 作 家有 的 文 體 成 規 ， 因 為 只 有 如 此 ， 作 家有 的 文 體 成 規 ， 因 為 只 有 如 此 ， 作 家

才才才才能 展 現 其 創 造 力 。 這 就 是 重能 展 現 其 創 造 力 。 這 就 是 重能 展 現 其 創 造 力 。 這 就 是 重能 展 現 其 創 造 力 。 這 就 是 重視視視視文 體 大文 體 大文 體 大文 體 大原原原原則 的 表 現 ， 也 正 是 「 文 體則 的 表 現 ， 也 正 是 「 文 體則 的 表 現 ， 也 正 是 「 文 體則 的 表 現 ， 也 正 是 「 文 體

自自自自覺覺覺覺意意意意識識識識」的」的」的」的覺覺覺覺醒醒醒醒。「。「。「。「 古 文古 文古 文古 文 變 體 」也 是 在 古 文 作 家 出 現 文 體 意變 體 」也 是 在 古 文 作 家 出 現 文 體 意變 體 」也 是 在 古 文 作 家 出 現 文 體 意變 體 」也 是 在 古 文 作 家 出 現 文 體 意識識識識的的的的覺覺覺覺

醒醒醒醒和 文 體 創 造 的 自和 文 體 創 造 的 自和 文 體 創 造 的 自和 文 體 創 造 的 自覺覺覺覺下 被 創 作 的 。下 被 創 作 的 。下 被 創 作 的 。下 被 創 作 的 。他他他他不不不不僅僅僅僅注 意 寫注 意 寫注 意 寫注 意 寫什什什什麼 ， 也 注 意麼 ， 也 注 意麼 ， 也 注 意麼 ， 也 注 意怎怎怎怎麼麼麼麼

寫寫寫寫；；；；不不不不僅僅僅僅在在在在乎乎乎乎內內內內容容容容， 也 在， 也 在， 也 在， 也 在乎乎乎乎如 何如 何如 何如 何用用用用最最最最恰恰恰恰當 的 形 式當 的 形 式當 的 形 式當 的 形 式去去去去表 達 ， 而 不 考 慮表 達 ， 而 不 考 慮表 達 ， 而 不 考 慮表 達 ， 而 不 考 慮

這 樣 的 寫 作這 樣 的 寫 作這 樣 的 寫 作這 樣 的 寫 作手手手手法法法法或 形 式 是或 形 式 是或 形 式 是或 形 式 是否否否否合合合合乎乎乎乎文 體 規 範 。 而 當 作 家文 體 規 範 。 而 當 作 家文 體 規 範 。 而 當 作 家文 體 規 範 。 而 當 作 家擁擁擁擁有 了 這 種 文有 了 這 種 文有 了 這 種 文有 了 這 種 文

體 的 自體 的 自體 的 自體 的 自覺覺覺覺和 探和 探和 探和 探求求求求時 ， 也 正 是時 ， 也 正 是時 ， 也 正 是時 ， 也 正 是該該該該作 家 在 創 作 上作 家 在 創 作 上作 家 在 創 作 上作 家 在 創 作 上走走走走向向向向成成成成熟熟熟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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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 前 所 述 ， 中如 前 所 述 ， 中如 前 所 述 ， 中如 前 所 述 ， 中國國國國古 典古 典古 典古 典散散散散文 非文 非文 非文 非常常常常注 重 實注 重 實注 重 實注 重 實用用用用性 ，性 ，性 ，性 ，常針常針常針常針對 不 同 的對 不 同 的對 不 同 的對 不 同 的用途用途用途用途

創 造 出創 造 出創 造 出創 造 出各各各各種 不 同 的 文 體 ， 並 形 成 固 定 的 文 體 規 範種 不 同 的 文 體 ， 並 形 成 固 定 的 文 體 規 範種 不 同 的 文 體 ， 並 形 成 固 定 的 文 體 規 範種 不 同 的 文 體 ， 並 形 成 固 定 的 文 體 規 範；；；；後後後後人人人人也 依 此 來 對也 依 此 來 對也 依 此 來 對也 依 此 來 對

它它它它分分分分類 。 但類 。 但類 。 但類 。 但隨著隨著隨著隨著作 家 創 作 意作 家 創 作 意作 家 創 作 意作 家 創 作 意識識識識的的的的覺覺覺覺醒醒醒醒，，，，他他他他們 在 創 作 時 不們 在 創 作 時 不們 在 創 作 時 不們 在 創 作 時 不僅僅僅僅只 考 慮 實只 考 慮 實只 考 慮 實只 考 慮 實

用用用用， 而， 而， 而， 而仍仍仍仍慮 到 特慮 到 特慮 到 特慮 到 特殊殊殊殊的 表 情 達 意 之的 表 情 達 意 之的 表 情 達 意 之的 表 情 達 意 之需需需需要 時 ， 便 出 現 了 不要 時 ， 便 出 現 了 不要 時 ， 便 出 現 了 不要 時 ， 便 出 現 了 不嚴格按嚴格按嚴格按嚴格按照照照照某 一某 一某 一某 一

文 體 的 固 定 規 範文 體 的 固 定 規 範文 體 的 固 定 規 範文 體 的 固 定 規 範進行進行進行進行創 作 ， 而創 作 ， 而創 作 ， 而創 作 ， 而揉揉揉揉入入入入一 些 其一 些 其一 些 其一 些 其他他他他文 體 的 創 作文 體 的 創 作文 體 的 創 作文 體 的 創 作慣慣慣慣例例例例、、、、內內內內容容容容

範範範範圍圍圍圍的的的的手手手手段段段段，，，，致致致致使 文 體使 文 體使 文 體使 文 體間互間互間互間互相相相相滲透滲透滲透滲透，，，，取取取取長長長長補短補短補短補短， 而， 而， 而， 而終終終終獲獲獲獲得最好得最好得最好得最好的 藝的 藝的 藝的 藝

術 表 現 效 果。術 表 現 效 果。術 表 現 效 果。術 表 現 效 果。綜綜綜綜觀觀觀觀我我我我國國國國古古古古代代代代的 文 家 們，的 文 家 們，的 文 家 們，的 文 家 們，雖雖雖雖受受受受到 文 學 傳 統到 文 學 傳 統到 文 學 傳 統到 文 學 傳 統極極極極大 的大 的大 的大 的影響影響影響影響，，，，

卻卻卻卻並 非並 非並 非並 非全全全全然 亦 步 亦然 亦 步 亦然 亦 步 亦然 亦 步 亦趨趨趨趨地地地地跟跟跟跟隨隨隨隨傳 統 ， 在傳 統 ， 在傳 統 ， 在傳 統 ， 在進行進行進行進行創 作 時 ，創 作 時 ，創 作 時 ，創 作 時 ，他他他他們 心 中 的 文 體們 心 中 的 文 體們 心 中 的 文 體們 心 中 的 文 體

規 範 意規 範 意規 範 意規 範 意識識識識和 文 體 自和 文 體 自和 文 體 自和 文 體 自覺覺覺覺意意意意識識識識是 不是 不是 不是 不斷斷斷斷在在在在衝衝衝衝突突突突和和和和協協協協調 的。調 的。調 的。調 的。克羅齊克羅齊克羅齊克羅齊說說說說：：：：「 文 學「 文 學「 文 學「 文 學

史 上 那 些史 上 那 些史 上 那 些史 上 那 些富富富富有 創 造 力 的 作 家有 創 造 力 的 作 家有 創 造 力 的 作 家有 創 造 力 的 作 家常常常常常常常常具 有具 有具 有具 有極極極極強強強強烈烈烈烈的的的的反反反反傳 統 意傳 統 意傳 統 意傳 統 意識識識識， 表 現 在， 表 現 在， 表 現 在， 表 現 在

文 體 上 就 是 強文 體 上 就 是 強文 體 上 就 是 強文 體 上 就 是 強烈烈烈烈的 文 體 創 新 意的 文 體 創 新 意的 文 體 創 新 意的 文 體 創 新 意識識識識。 其。 其。 其。 其極極極極端端端端形 式形 式形 式形 式甚至甚至甚至甚至表 現 為 一 種表 現 為 一 種表 現 為 一 種表 現 為 一 種反反反反文文文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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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童慶炳童慶炳童慶炳童慶炳提及：「體提及：「體提及：「體提及：「體裁裁裁裁意意意意識識識識就表現在就表現在就表現在就表現在你懂你懂你懂你懂得得得得按按按按『一個種的『一個種的『一個種的『一個種的尺度尺度尺度尺度』進行『生產』。與此同』進行『生產』。與此同』進行『生產』。與此同』進行『生產』。與此同時時時時，，，，假假假假如如如如你你你你心心心心中的體中的體中的體中的體驗比較複驗比較複驗比較複驗比較複雜雜雜雜，感情體，感情體，感情體，感情體驗驗驗驗中又同中又同中又同中又同時時時時結結結結合著某合著某合著某合著某種種種種事事事事件件件件的體的體的體的體驗驗驗驗或行或行或行或行動動動動的體的體的體的體驗驗驗驗，那麼，那麼，那麼，那麼你你你你完完完完全可以不必全可以不必全可以不必全可以不必死死死死守某守某守某守某種體種體種體種體裁裁裁裁的規範，而的規範，而的規範，而的規範，而加加加加以以以以融融融融通通通通或變或變或變或變通通通通，，，，……………………因為作為有自因為作為有自因為作為有自因為作為有自覺覺覺覺意意意意識識識識的人，『的人，『的人，『的人，『懂懂懂懂得得得得怎樣怎樣怎樣怎樣處處都處處都處處都處處都把把把把內在的內在的內在的內在的尺度尺度尺度尺度運運運運用用用用到到到到對象對象對象對象上上上上去去去去』』』』你你你你完完完完全可以有所作為，全可以有所作為，全可以有所作為，全可以有所作為，有所創造，有所創造，有所創造，有所創造，從從從從某某某某種意義種意義種意義種意義上上上上說，這是體說，這是體說，這是體說，這是體裁裁裁裁意意意意識更識更識更識更為重為重為重為重要要要要的方面。」參見的方面。」參見的方面。」參見的方面。」參見童慶炳童慶炳童慶炳童慶炳：《文體與：《文體與：《文體與：《文體與文體的創造》（昆明：雲南人民出版社，文體的創造》（昆明：雲南人民出版社，文體的創造》（昆明：雲南人民出版社，文體的創造》（昆明：雲南人民出版社，1999 三刷），三刷），三刷），三刷），109 頁。先有一種文體規範意頁。先有一種文體規範意頁。先有一種文體規範意頁。先有一種文體規範意識識識識以以以以依依依依循循循循創作，創作，創作，創作，但需要但需要但需要但需要有文體自有文體自有文體自有文體自覺覺覺覺意意意意識識識識才才才才能能能能更更更更新與變化，古文變體新與變化，古文變體新與變化，古文變體新與變化，古文變體應應應應可說是在這可說是在這可說是在這可說是在這樣樣樣樣的意的意的意的意識識識識型型型型態態態態下下下下誕誕誕誕生。生。生。生。 



韓 愈 之 古 文 變 體 研 究韓 愈 之 古 文 變 體 研 究韓 愈 之 古 文 變 體 研 究韓 愈 之 古 文 變 體 研 究         

    {{{{P A G E   P A G E   P A G E   P A G E   }}}}    

體 意體 意體 意體 意識識識識。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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雖雖雖雖然 說 的 是「然 說 的 是「然 說 的 是「然 說 的 是「反反反反文 體 意文 體 意文 體 意文 體 意識識識識」， 但 實」， 但 實」， 但 實」， 但 實際際際際上上上上卻卻卻卻是 在是 在是 在是 在反反反反對「 文對「 文對「 文對「 文

體 規 範 意體 規 範 意體 規 範 意體 規 範 意識識識識」，作 家 寫 作」，作 家 寫 作」，作 家 寫 作」，作 家 寫 作 古 文 變 體古 文 變 體古 文 變 體古 文 變 體 時，時，時，時，他他他他們們們們希希希希冀冀冀冀的 是的 是的 是的 是找找找找出出出出最最最最適適適適合 呈 現合 呈 現合 呈 現合 呈 現

最理最理最理最理想 作 品 的 文 體 自想 作 品 的 文 體 自想 作 品 的 文 體 自想 作 品 的 文 體 自覺覺覺覺意意意意識識識識。。。。用另用另用另用另一 角 度 來 看 ，一 角 度 來 看 ，一 角 度 來 看 ，一 角 度 來 看 ，即即即即是 使 作 品 的 文 體是 使 作 品 的 文 體是 使 作 品 的 文 體是 使 作 品 的 文 體

具 有具 有具 有具 有美美美美感 ， 並 能 吸 引 許 多 其感 ， 並 能 吸 引 許 多 其感 ， 並 能 吸 引 許 多 其感 ， 並 能 吸 引 許 多 其他他他他作 者 和 讀 者 。作 者 和 讀 者 。作 者 和 讀 者 。作 者 和 讀 者 。     

    

參、參、參、參、以以以以作家所追尋的文學美感作家所追尋的文學美感作家所追尋的文學美感作家所追尋的文學美感而論而論而論而論  

作 家 創 作 時 ， 文 體 規 範 只 是作 家 創 作 時 ， 文 體 規 範 只 是作 家 創 作 時 ， 文 體 規 範 只 是作 家 創 作 時 ， 文 體 規 範 只 是基基基基本 考 量 ，本 考 量 ，本 考 量 ，本 考 量 ， 如 何 展 現 作 者 自如 何 展 現 作 者 自如 何 展 現 作 者 自如 何 展 現 作 者 自己己己己的的的的才才才才

華華華華， 使 作 品 具 有 文 學， 使 作 品 具 有 文 學， 使 作 品 具 有 文 學， 使 作 品 具 有 文 學美美美美感 ， 以 及 如 何感 ， 以 及 如 何感 ， 以 及 如 何感 ， 以 及 如 何提提提提升升升升作 品 文 學作 品 文 學作 品 文 學作 品 文 學價值等價值等價值等價值等，，，，才才才才是 作是 作是 作是 作

家 在 寫 作 時家 在 寫 作 時家 在 寫 作 時家 在 寫 作 時最最最最想 達 到 的想 達 到 的想 達 到 的想 達 到 的目標目標目標目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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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 古 文 作 家 多 具 學以 古 文 作 家 多 具 學以 古 文 作 家 多 具 學以 古 文 作 家 多 具 學富五車富五車富五車富五車、、、、飽飽飽飽讀讀讀讀詩詩詩詩

書書書書的的的的條條條條件 而 言 ，件 而 言 ，件 而 言 ，件 而 言 ，他他他他們 對 於 古 文 文 體們 對 於 古 文 文 體們 對 於 古 文 文 體們 對 於 古 文 文 體分分分分類 的 文 體 規 範類 的 文 體 規 範類 的 文 體 規 範類 的 文 體 規 範早早早早已 了 然 於 心 。已 了 然 於 心 。已 了 然 於 心 。已 了 然 於 心 。

優秀優秀優秀優秀的 古 文 作 家 ，的 古 文 作 家 ，的 古 文 作 家 ，的 古 文 作 家 ，卻常卻常卻常卻常在 兩 種 情 形 下 寫 出在 兩 種 情 形 下 寫 出在 兩 種 情 形 下 寫 出在 兩 種 情 形 下 寫 出 古 文 變 體古 文 變 體古 文 變 體古 文 變 體 ， 一 是， 一 是， 一 是， 一 是審審審審思 古 文思 古 文思 古 文思 古 文

文 體文 體文 體文 體分分分分類類類類標標標標準 的 不 合準 的 不 合準 的 不 合準 的 不 合理理理理， 並， 並， 並， 並認認認認為 有為 有為 有為 有突突突突破 的 空破 的 空破 的 空破 的 空間；間；間；間；一 是 想一 是 想一 是 想一 是 想刻刻刻刻意意意意突突突突破 規破 規破 規破 規

範 的範 的範 的範 的限限限限制 ，制 ，制 ，制 ，進行進行進行進行純純純純藝 術 心藝 術 心藝 術 心藝 術 心靈靈靈靈的 創 作 。 此 時 ，的 創 作 。 此 時 ，的 創 作 。 此 時 ，的 創 作 。 此 時 ，他他他他憑 藉 的 正 是 「 文 體 自憑 藉 的 正 是 「 文 體 自憑 藉 的 正 是 「 文 體 自憑 藉 的 正 是 「 文 體 自

覺覺覺覺意意意意識識識識」，」，」，」，希望希望希望希望能能能能尋求尋求尋求尋求一 種 作 品 的一 種 作 品 的一 種 作 品 的一 種 作 品 的美美美美感 和 吸 引 力。在 創 作 時，感 和 吸 引 力。在 創 作 時，感 和 吸 引 力。在 創 作 時，感 和 吸 引 力。在 創 作 時，各各各各種 文種 文種 文種 文

體 的 規體 的 規體 的 規體 的 規律律律律事事事事實 上 並 不 在 作 家 的 考 慮 範實 上 並 不 在 作 家 的 考 慮 範實 上 並 不 在 作 家 的 考 慮 範實 上 並 不 在 作 家 的 考 慮 範圍內圍內圍內圍內， 以， 以， 以， 以致致致致於 創 作 出 的 作 品 可於 創 作 出 的 作 品 可於 創 作 出 的 作 品 可於 創 作 出 的 作 品 可

能 破 壞 既 有 種 類 的 文 體 規 範，能 破 壞 既 有 種 類 的 文 體 規 範，能 破 壞 既 有 種 類 的 文 體 規 範，能 破 壞 既 有 種 類 的 文 體 規 範，而 後 來 的 文 評 家 只而 後 來 的 文 評 家 只而 後 來 的 文 評 家 只而 後 來 的 文 評 家 只好好好好以「 變 體 」或「 創以「 變 體 」或「 創以「 變 體 」或「 創以「 變 體 」或「 創

體 」 看 待 此 文 學 作 品 了 。 而 這 樣 的體 」 看 待 此 文 學 作 品 了 。 而 這 樣 的體 」 看 待 此 文 學 作 品 了 。 而 這 樣 的體 」 看 待 此 文 學 作 品 了 。 而 這 樣 的擴擴擴擴充充充充是 不是 不是 不是 不斷斷斷斷在在在在進行進行進行進行的 ， 也 使的 ， 也 使的 ， 也 使的 ， 也 使得得得得文文文文

                                                                                                                                                                                        

34
 克羅齊克羅齊克羅齊克羅齊：《：《：《：《美美美美學原理學原理學原理學原理‧美‧美‧美‧美學學學學綱綱綱綱要要要要》（外國文學出版社，》（外國文學出版社，》（外國文學出版社，》（外國文學出版社，1983 年），年），年），年），45 頁。頁。頁。頁。 

35
 王王王王宏喜宏喜宏喜宏喜：「在寫作：「在寫作：「在寫作：「在寫作運思時運思時運思時運思時，，，，首首首首先先先先考慮確考慮確考慮確考慮確定的總是文體，然後定的總是文體，然後定的總是文體，然後定的總是文體，然後才才才才是在文體是在文體是在文體是在文體支配支配支配支配下的表達、下的表達、下的表達、下的表達、結構、語言結構、語言結構、語言結構、語言等等等等等等等等。。。。但但但但是，是，是，是，到到到到了具體行文寫了具體行文寫了具體行文寫了具體行文寫作作作作時時時時，情形就大不一，情形就大不一，情形就大不一，情形就大不一樣樣樣樣了。這了。這了。這了。這時時時時，作者，作者，作者，作者考慮考慮考慮考慮的的的的不不不不再再再再是文體，而是一個一個感是文體，而是一個一個感是文體，而是一個一個感是文體，而是一個一個感官官官官可以感可以感可以感可以感覺到覺到覺到覺到的的的的看看看看得得得得見見見見摸摸摸摸得著得著得著得著的具體的具體的具體的具體問問問問題題題題，，，，記記記記述、描寫述、描寫述、描寫述、描寫等等等等表達方式表達方式表達方式表達方式問問問問題題題題，，，，過渡過渡過渡過渡照應等照應等照應等照應等結構結構結構結構格格格格式，式，式，式，框框框框架架架架問問問問題題題題，，，，繁繁繁繁茂茂茂茂、、、、簡簡簡簡約約約約等等等等語言體語言體語言體語言體裁裁裁裁（風（風（風（風格格格格））））問問問問題題題題。。。。這是這是這是這是主要主要主要主要的。」參見的。」參見的。」參見的。」參見王王王王宏喜宏喜宏喜宏喜：《文體結構：《文體結構：《文體結構：《文體結構舉舉舉舉要要要要》（》（》（》（北京北京北京北京：：：：經經經經濟管濟管濟管濟管理出版社，理出版社，理出版社，理出版社，1992 年），年），年），年），22頁。此所提及的頁。此所提及的頁。此所提及的頁。此所提及的只只只只是具體是具體是具體是具體呈呈呈呈現在作品現在作品現在作品現在作品上上上上的的的的考考考考量量量量，而作，而作，而作，而作家更家更家更家更進一進一進一進一步步步步的的的的考考考考量量量量，就是如，就是如，就是如，就是如何使何使何使何使作作作作品具有品具有品具有品具有美美美美感及感及感及感及吸吸吸吸引引引引力力力力的的的的問問問問題題題題了。了。了。了。 



第 九 章第 九 章第 九 章第 九 章     古 文 變 體 產 生 的 原 因古 文 變 體 產 生 的 原 因古 文 變 體 產 生 的 原 因古 文 變 體 產 生 的 原 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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體 的 種 類 一體 的 種 類 一體 的 種 類 一體 的 種 類 一再再再再增加衍增加衍增加衍增加衍生 。生 。生 。生 。優秀優秀優秀優秀的 古 文的 古 文的 古 文的 古 文篇篇篇篇章 當 然 是 藝 術 品 ， 而 因 它 的章 當 然 是 藝 術 品 ， 而 因 它 的章 當 然 是 藝 術 品 ， 而 因 它 的章 當 然 是 藝 術 品 ， 而 因 它 的

創 作 者 在 創 作 時 ， 既 有 的 文 體 規 範創 作 者 在 創 作 時 ， 既 有 的 文 體 規 範創 作 者 在 創 作 時 ， 既 有 的 文 體 規 範創 作 者 在 創 作 時 ， 既 有 的 文 體 規 範僅僅僅僅能 作能 作能 作能 作參參參參考 之考 之考 之考 之用用用用， 在 作 家 如 此 自， 在 作 家 如 此 自， 在 作 家 如 此 自， 在 作 家 如 此 自

覺覺覺覺的 創 作 下 ，的 創 作 下 ，的 創 作 下 ，的 創 作 下 ， 古 文 變 體古 文 變 體古 文 變 體古 文 變 體 的 產 生 便 是 一 個 必 然 的 結 果 。的 產 生 便 是 一 個 必 然 的 結 果 。的 產 生 便 是 一 個 必 然 的 結 果 。的 產 生 便 是 一 個 必 然 的 結 果 。     

至至至至於於於於純純純純藝 術 心藝 術 心藝 術 心藝 術 心靈靈靈靈與與與與創 作 的 關創 作 的 關創 作 的 關創 作 的 關係係係係也 非也 非也 非也 非常常常常重 要 ， 因 為 它 是 任 何 對 文重 要 ， 因 為 它 是 任 何 對 文重 要 ， 因 為 它 是 任 何 對 文重 要 ， 因 為 它 是 任 何 對 文

字字字字美美美美學 特 別學 特 別學 特 別學 特 別敏敏敏敏感 ， 且 一 心感 ， 且 一 心感 ， 且 一 心感 ， 且 一 心追求追求追求追求的 作 家 之的 作 家 之的 作 家 之的 作 家 之努努努努力 方力 方力 方力 方向向向向。。。。
36

作 家 在 寫 作 古作 家 在 寫 作 古作 家 在 寫 作 古作 家 在 寫 作 古

文 時 ， 一文 時 ， 一文 時 ， 一文 時 ， 一開始開始開始開始的 動的 動的 動的 動機機機機雖雖雖雖可 能可 能可 能可 能單純單純單純單純到 只 是 為 了到 只 是 為 了到 只 是 為 了到 只 是 為 了功功功功能 的能 的能 的能 的需需需需要 ， 但 在要 ， 但 在要 ， 但 在要 ， 但 在進行進行進行進行

寫 作 後 ， 有 關 作 品寫 作 後 ， 有 關 作 品寫 作 後 ， 有 關 作 品寫 作 後 ， 有 關 作 品美美美美感 的感 的感 的感 的追求常追求常追求常追求常會會會會凌駕凌駕凌駕凌駕在 一在 一在 一在 一切切切切之 上 。 而之 上 。 而之 上 。 而之 上 。 而常常常常以 身以 身以 身以 身負負負負歷歷歷歷

史 使史 使史 使史 使命命命命自自自自居居居居的 古 文 作 家 ，的 古 文 作 家 ，的 古 文 作 家 ，的 古 文 作 家 ，更常希更常希更常希更常希望望望望能 藉 由能 藉 由能 藉 由能 藉 由最完美最最完美最最完美最最完美最適適適適當 的 文 字 形 式當 的 文 字 形 式當 的 文 字 形 式當 的 文 字 形 式

來 表 達來 表 達來 表 達來 表 達他他他他們 想 傳 達 的 思 想 。們 想 傳 達 的 思 想 。們 想 傳 達 的 思 想 。們 想 傳 達 的 思 想 。
37

如 此 ， 就如 此 ， 就如 此 ， 就如 此 ， 就常常常常會 讓會 讓會 讓會 讓他他他他們們們們進入進入進入進入一 種一 種一 種一 種純粹純粹純粹純粹為為為為

藝 術 而 藝 術 的 創 作藝 術 而 藝 術 的 創 作藝 術 而 藝 術 的 創 作藝 術 而 藝 術 的 創 作狀態狀態狀態狀態，，，，希希希希冀冀冀冀自自自自己己己己能 創 作 出 不能 創 作 出 不能 創 作 出 不能 創 作 出 不朽朽朽朽的 作 品 。 在 這 個 時的 作 品 。 在 這 個 時的 作 品 。 在 這 個 時的 作 品 。 在 這 個 時

候候候候， 文 體 規 範 當 然 已 不 在 考 慮 範， 文 體 規 範 當 然 已 不 在 考 慮 範， 文 體 規 範 當 然 已 不 在 考 慮 範， 文 體 規 範 當 然 已 不 在 考 慮 範圍內圍內圍內圍內，，，， 古 文 變 體古 文 變 體古 文 變 體古 文 變 體 也 因 而 產 生 了 。也 因 而 產 生 了 。也 因 而 產 生 了 。也 因 而 產 生 了 。
38

    

                                                                                                                                                                                        

36
 童慶炳童慶炳童慶炳童慶炳提及：「提及：「提及：「提及：「真真真真正的作正的作正的作正的作家家家家是語言大是語言大是語言大是語言大師師師師，，，，他他他他們能們能們能們能夠夠夠夠運運運運用語言的用語言的用語言的用語言的工工工工具，創造出富於具，創造出富於具，創造出富於具，創造出富於魅魅魅魅力力力力的文體的文體的文體的文體來來來來，，，，讓讓讓讓文學史為之文學史為之文學史為之文學史為之驚奇驚奇驚奇驚奇。」參見。」參見。」參見。」參見童慶炳童慶炳童慶炳童慶炳：《文體與：《文體與：《文體與：《文體與文體的創造》（昆明：雲南人民文體的創造》（昆明：雲南人民文體的創造》（昆明：雲南人民文體的創造》（昆明：雲南人民出版社，出版社，出版社，出版社，1999 三刷），三刷），三刷），三刷），2 頁。我們可以相頁。我們可以相頁。我們可以相頁。我們可以相信信信信作作作作家家家家具有我們或連具有我們或連具有我們或連具有我們或連他他他他們自們自們自們自己己己己本本本本身都身都身都身都不不不不太太太太深深深深知知知知的文體意的文體意的文體意的文體意識識識識，，，，他他他他們們們們知道知道知道知道寫什麼，也寫什麼，也寫什麼，也寫什麼，也會會會會深深深深思思思思如如如如何何何何寫，如寫，如寫，如寫，如何營何營何營何營造富於造富於造富於造富於藝術藝術藝術藝術魅魅魅魅力力力力的文體，的文體，的文體，的文體，尤尤尤尤其其其其當當當當一文體其一文體其一文體其一文體其固固固固有規範可能有規範可能有規範可能有規範可能已已已已是是是是枯燥枯燥枯燥枯燥乏乏乏乏味味味味時時時時，如，如，如，如何改何改何改何改變，如變，如變，如變，如何何何何再再再再創造，以創造，以創造，以創造，以賦賦賦賦予予予予其文章的感其文章的感其文章的感其文章的感染染染染力力力力，，，，他他他他們一定為此下了們一定為此下了們一定為此下了們一定為此下了很很很很大的大的大的大的功功功功夫夫夫夫。。。。 

37
 蔣原倫、潘凱雄蔣原倫、潘凱雄蔣原倫、潘凱雄蔣原倫、潘凱雄引引引引述述述述歌歌歌歌德德德德的話說：「的話說：「的話說：「的話說：「他他他他並不並不並不並不把把把把文體文體文體文體問問問問題題題題看看看看成成成成僅僅僅僅僅僅僅僅是是是是修辭修辭修辭修辭手手手手段段段段，而是，而是，而是，而是當當當當成成成成很高很高很高很高的、的、的、的、很很很很有有有有活活活活力力力力的創作的創作的創作的創作稟稟稟稟賦賦賦賦。。。。依依依依這種這種這種這種稟稟稟稟賦賦賦賦，作，作，作，作家家家家能能能能深深深深入入入入並揭示出其並揭示出其並揭示出其並揭示出其主主主主體的內在形式。體的內在形式。體的內在形式。體的內在形式。因此，文體是不同對於自然的因此，文體是不同對於自然的因此，文體是不同對於自然的因此，文體是不同對於自然的被被被被動動動動摹摹摹摹仿仿仿仿或是表面化或是表面化或是表面化或是表面化地地地地對對對對某某某某種風種風種風種風格格格格體體體體裁裁裁裁進行進行進行進行摹摹摹摹仿仿仿仿，它是，它是，它是，它是藝藝藝藝術術術術成就的成就的成就的成就的最最最最高高高高表現。」參見蔣原倫、潘凱雄：《歷史描述與邏輯演繹表現。」參見蔣原倫、潘凱雄：《歷史描述與邏輯演繹表現。」參見蔣原倫、潘凱雄：《歷史描述與邏輯演繹表現。」參見蔣原倫、潘凱雄：《歷史描述與邏輯演繹—文學批評文體論》文學批評文體論》文學批評文體論》文學批評文體論》（昆明：雲南人民出版社，（昆明：雲南人民出版社，（昆明：雲南人民出版社，（昆明：雲南人民出版社，1999 三刷），三刷），三刷），三刷），11 頁。頁。頁。頁。 

38
 古文變體可能是作古文變體可能是作古文變體可能是作古文變體可能是作家家家家在在在在深深深深思熟慮思熟慮思熟慮思熟慮後所後所後所後所選選選選用的用的用的用的最適最適最適最適合合合合於此文體的形式，而此形式和一於此文體的形式，而此形式和一於此文體的形式，而此形式和一於此文體的形式，而此形式和一般所認定的文體規範形式並不相同。蔣原倫、潘凱雄提及：「在般所認定的文體規範形式並不相同。蔣原倫、潘凱雄提及：「在般所認定的文體規範形式並不相同。蔣原倫、潘凱雄提及：「在般所認定的文體規範形式並不相同。蔣原倫、潘凱雄提及：「在他他他他們（們（們（們（布布布布封和封和封和封和歌歌歌歌德德德德））））看看看看來來來來，，，，崇高崇高崇高崇高的、的、的、的、優優優優良良良良的文體就是人的的文體就是人的的文體就是人的的文體就是人的稟稟稟稟賦賦賦賦的的的的最佳最佳最佳最佳體現，就是體現，就是體現，就是體現，就是藝術藝術藝術藝術的的的的最最最最高高高高境界境界境界境界，它一旦達成，，它一旦達成，，它一旦達成，，它一旦達成，就可能不就可能不就可能不就可能不受拘受拘受拘受拘於創作中具體的一於創作中具體的一於創作中具體的一於創作中具體的一招招招招一式，而進一式，而進一式，而進一式，而進入入入入類類類類似似似似於『於『於『於『從從從從心心心心所所所所欲欲欲欲不不不不逾逾逾逾矩矩矩矩』的中國古』的中國古』的中國古』的中國古代代代代聖賢聖賢聖賢聖賢所所所所嚮嚮嚮嚮往往往往的化的化的化的化境境境境。」參見蔣原倫、潘凱雄：《歷史描述與邏輯演繹。」參見蔣原倫、潘凱雄：《歷史描述與邏輯演繹。」參見蔣原倫、潘凱雄：《歷史描述與邏輯演繹。」參見蔣原倫、潘凱雄：《歷史描述與邏輯演繹—文學批評文體論》文學批評文體論》文學批評文體論》文學批評文體論》（昆明：雲南人民出版社，（昆明：雲南人民出版社，（昆明：雲南人民出版社，（昆明：雲南人民出版社，1999 三刷），三刷），三刷），三刷），11 頁。這頁。這頁。這頁。這段段段段文文文文字似字似字似字似乎也可為作乎也可為作乎也可為作乎也可為作家家家家創作古文變體創作古文變體創作古文變體創作古文變體

    



韓 愈 之 古 文 變 體 研 究韓 愈 之 古 文 變 體 研 究韓 愈 之 古 文 變 體 研 究韓 愈 之 古 文 變 體 研 究         

    {{{{P A G E   P A G E   P A G E   P A G E   }}}}    

文 體 的 變 異 可 說 是 作 家 在文 體 的 變 異 可 說 是 作 家 在文 體 的 變 異 可 說 是 作 家 在文 體 的 變 異 可 說 是 作 家 在審美審美審美審美趣趣趣趣味味味味
39

上 所 展 現 出 來 的 一 種 結上 所 展 現 出 來 的 一 種 結上 所 展 現 出 來 的 一 種 結上 所 展 現 出 來 的 一 種 結

果。果。果。果。童慶炳童慶炳童慶炳童慶炳說說說說：：：：「 當 一 個 作 家 感「 當 一 個 作 家 感「 當 一 個 作 家 感「 當 一 個 作 家 感覺覺覺覺到到到到什什什什麼 是麼 是麼 是麼 是美美美美的，的，的，的，什什什什麼 是麼 是麼 是麼 是愉快愉快愉快愉快的，的，的，的，什什什什

麼 是 有 吸 引 力 的 ， 那 麼麼 是 有 吸 引 力 的 ， 那 麼麼 是 有 吸 引 力 的 ， 那 麼麼 是 有 吸 引 力 的 ， 那 麼他他他他就 會 不 由 自 主就 會 不 由 自 主就 會 不 由 自 主就 會 不 由 自 主地地地地把 這 種 感把 這 種 感把 這 種 感把 這 種 感覺覺覺覺轉 化 為 一 種轉 化 為 一 種轉 化 為 一 種轉 化 為 一 種審審審審

美美美美的的的的追求追求追求追求， 從 而 對， 從 而 對， 從 而 對， 從 而 對他他他他筆筆筆筆下 的 文 體 產 生下 的 文 體 產 生下 的 文 體 產 生下 的 文 體 產 生支配支配支配支配性 的 作性 的 作性 的 作性 的 作用用用用。 」。 」。 」。 」
40

因 此 ， 如因 此 ， 如因 此 ， 如因 此 ， 如

果 歸 納 一 個 作 家 文 體 變 異 的果 歸 納 一 個 作 家 文 體 變 異 的果 歸 納 一 個 作 家 文 體 變 異 的果 歸 納 一 個 作 家 文 體 變 異 的趨向趨向趨向趨向， 也 可 以 藉 以， 也 可 以 藉 以， 也 可 以 藉 以， 也 可 以 藉 以得得得得知 此 作 家 在知 此 作 家 在知 此 作 家 在知 此 作 家 在審美審美審美審美趣趣趣趣

味 上 所味 上 所味 上 所味 上 所追求追求追求追求的 方的 方的 方的 方向向向向。。。。譬譬譬譬如如如如蘇軾蘇軾蘇軾蘇軾， 在， 在， 在， 在他他他他的 古 文 作 品 中的 古 文 作 品 中的 古 文 作 品 中的 古 文 作 品 中常常常常可可可可見見見見到到到到議議議議論 的論 的論 的論 的

影影影影子子子子，，，，連連連連在 文 體 規 範 上在 文 體 規 範 上在 文 體 規 範 上在 文 體 規 範 上原原原原不不不不適適適適合 論合 論合 論合 論辨辨辨辨方 式 的 文 章 ，方 式 的 文 章 ，方 式 的 文 章 ，方 式 的 文 章 ，蘇軾蘇軾蘇軾蘇軾也也也也常議常議常議常議論論論論風風風風

發 ， 而 且 正 因 此 讓發 ， 而 且 正 因 此 讓發 ， 而 且 正 因 此 讓發 ， 而 且 正 因 此 讓該該該該文 章 因文 章 因文 章 因文 章 因議議議議論 而論 而論 而論 而流流流流芳芳芳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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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此此此外外外外， 作 品 也 是 作 家 一， 作 品 也 是 作 家 一， 作 品 也 是 作 家 一， 作 品 也 是 作 家 一

種種種種審美理審美理審美理審美理想想想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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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 呈 現的 呈 現的 呈 現的 呈 現；；；；文 學 作 品文 學 作 品文 學 作 品文 學 作 品通常通常通常通常多 兼多 兼多 兼多 兼含含含含實實實實用用用用意意意意義與審美義與審美義與審美義與審美意意意意義義義義，，，，

尤尤尤尤其 是 古 文 ， 實其 是 古 文 ， 實其 是 古 文 ， 實其 是 古 文 ， 實用用用用功功功功能 對 它 是能 對 它 是能 對 它 是能 對 它 是很很很很重 要 的 。 只 是 有 些重 要 的 。 只 是 有 些重 要 的 。 只 是 有 些重 要 的 。 只 是 有 些竟竟竟竟會 在會 在會 在會 在失去失去失去失去實實實實用用用用

功功功功能 時 ，能 時 ，能 時 ，能 時 ，還還還還能 成 為能 成 為能 成 為能 成 為流流流流傳 下 來 的 不傳 下 來 的 不傳 下 來 的 不傳 下 來 的 不朽朽朽朽的 作 品 ， 就 是 因 為 它 的的 作 品 ， 就 是 因 為 它 的的 作 品 ， 就 是 因 為 它 的的 作 品 ， 就 是 因 為 它 的審美審美審美審美意意意意義義義義

大 於 實大 於 實大 於 實大 於 實用用用用功功功功能 之能 之能 之能 之故故故故。。。。譬譬譬譬如如如如韓愈韓愈韓愈韓愈的的的的〈〈〈〈送孟東野送孟東野送孟東野送孟東野序〉序〉序〉序〉，在，在，在，在今日今日今日今日讀 來，讀 者讀 來，讀 者讀 來，讀 者讀 來，讀 者

所 重所 重所 重所 重視視視視的 是 文 章 的的 是 文 章 的的 是 文 章 的的 是 文 章 的美美美美感感感感趣趣趣趣味 ， 以 及味 ， 以 及味 ， 以 及味 ， 以 及韓愈韓愈韓愈韓愈展 現 於 文 章 中 的 文 學展 現 於 文 章 中 的 文 學展 現 於 文 章 中 的 文 學展 現 於 文 章 中 的 文 學觀點觀點觀點觀點，，，，

                                                                                                                                                                                                                                                                                                                                                                                                                                                                                                                                        的的的的註註註註解，作解，作解，作解，作家家家家在創作在創作在創作在創作時時時時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想想想想受拘束受拘束受拘束受拘束的，因創作本的，因創作本的，因創作本的，因創作本身便身便身便身便是一種自由的是一種自由的是一種自由的是一種自由的宣宣宣宣言，而作言，而作言，而作言，而作家通常家通常家通常家通常考慮考慮考慮考慮用用用用怎樣怎樣怎樣怎樣的語言表達形式的語言表達形式的語言表達形式的語言表達形式才才才才可以可以可以可以使使使使自自自自己己己己的文章的文章的文章的文章更更更更具感具感具感具感染染染染力力力力，，，，更更更更有有有有價值價值價值價值，而，而，而，而從事從事從事從事寫作。寫作。寫作。寫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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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童慶炳童慶炳童慶炳童慶炳提及：「提及：「提及：「提及：「趣趣趣趣味是味是味是味是指指指指人的人的人的人的愛愛愛愛好好好好與與與與選擇選擇選擇選擇。。。。審美審美審美審美趣趣趣趣味味味味則則則則是在什麼是在什麼是在什麼是在什麼使使使使人感人感人感人感到美到美到美到美、感、感、感、感到到到到愉愉愉愉快快快快、感、感、感、感到到到到有有有有吸吸吸吸引引引引力力力力、感、感、感、感到到到到迷戀迷戀迷戀迷戀上上上上面的面的面的面的選擇選擇選擇選擇。。。。審美審美審美審美趣趣趣趣味作為味作為味作為味作為選擇選擇選擇選擇，是感性的，是感性的，是感性的，是感性的選擇選擇選擇選擇和個體的和個體的和個體的和個體的選擇選擇選擇選擇。所。所。所。所謂謂謂謂感性的感性的感性的感性的選擇選擇選擇選擇，是，是，是，是指指指指這種這種這種這種選擇選擇選擇選擇是一種是一種是一種是一種直直直直觀觀觀觀，，，，往往往往往往往往不不不不易講易講易講易講出出出出道道道道理理理理來來來來，，，，……………………所所所所謂謂謂謂個個個個體的體的體的體的選擇選擇選擇選擇，是，是，是，是指每指每指每指每個人的個人的個人的個人的興興興興趣往往趣往往趣往往趣往往是不同的，是不同的，是不同的，是不同的，西西西西方方方方流流流流行的行的行的行的格格格格言『言『言『言『趣趣趣趣味無味無味無味無爭爭爭爭辯辯辯辯』，就是』，就是』，就是』，就是強強強強調調調調趣趣趣趣味的個體性。」參見味的個體性。」參見味的個體性。」參見味的個體性。」參見童慶炳童慶炳童慶炳童慶炳：《文體與文體的創造》（昆明：雲南人民出版社，：《文體與文體的創造》（昆明：雲南人民出版社，：《文體與文體的創造》（昆明：雲南人民出版社，：《文體與文體的創造》（昆明：雲南人民出版社，1999三刷），三刷），三刷），三刷），212 頁。頁。頁。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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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童慶炳童慶炳童慶炳童慶炳：《文體與文體的創造》（昆明：雲南人民出版社，：《文體與文體的創造》（昆明：雲南人民出版社，：《文體與文體的創造》（昆明：雲南人民出版社，：《文體與文體的創造》（昆明：雲南人民出版社，1999 三刷），三刷），三刷），三刷），213 頁。頁。頁。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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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若若若若論論論論蘇軾蘇軾蘇軾蘇軾的變體古文，其的變體古文，其的變體古文，其的變體古文，其記記記記文是文是文是文是佔佔佔佔主要主要主要主要部分，部分，部分，部分，蘇軾蘇軾蘇軾蘇軾的的的的記記記記文，多出文，多出文，多出文，多出議議議議論，《文苑論，《文苑論，《文苑論，《文苑英英英英華華華華》》》》收錄雜收錄雜收錄雜收錄雜記記記記之之之之議議議議論體論體論體論體四十四十四十四十餘篇餘篇餘篇餘篇，，，，蘇軾蘇軾蘇軾蘇軾就就就就佔佔佔佔了了了了二十五二十五二十五二十五篇篇篇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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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童慶炳童慶炳童慶炳童慶炳提及：「如果說提及：「如果說提及：「如果說提及：「如果說審美審美審美審美趣趣趣趣味味味味趨趨趨趨向向向向於感性和個人性的話，那麼於感性和個人性的話，那麼於感性和個人性的話，那麼於感性和個人性的話，那麼審美審美審美審美理理理理想想想想就就就就趨趨趨趨向向向向於理於理於理於理性和性和性和性和共共共共同性。同性。同性。同性。……………………所所所所謂審美謂審美謂審美謂審美理理理理想想想想是是是是指指指指人們所期人們所期人們所期人們所期待待待待所所所所追追追追求求求求所所所所憧憬憧憬憧憬憧憬的的的的至至至至高高高高至至至至美美美美的的的的境界境界境界境界。這種。這種。這種。這種審美審美審美審美理理理理想想想想又又又又往往往往往往往往是社是社是社是社會會會會理理理理想想想想、人生理、人生理、人生理、人生理想想想想的的的的折射折射折射折射。」參見。」參見。」參見。」參見童慶炳童慶炳童慶炳童慶炳：《文體與文體的創造》：《文體與文體的創造》：《文體與文體的創造》：《文體與文體的創造》（昆明：雲南人民出版社，（昆明：雲南人民出版社，（昆明：雲南人民出版社，（昆明：雲南人民出版社，1999 三刷），三刷），三刷），三刷），215 頁。頁。頁。頁。 



第 九 章第 九 章第 九 章第 九 章     古 文 變 體 產 生 的 原 因古 文 變 體 產 生 的 原 因古 文 變 體 產 生 的 原 因古 文 變 體 產 生 的 原 因         

    {{{{P A G E   P A G E   P A G E   P A G E   }}}}    

至至至至於 它於 它於 它於 它原原原原本 是 為 了 「本 是 為 了 「本 是 為 了 「本 是 為 了 「贈贈贈贈別別別別紀紀紀紀念念念念」 而 寫 的」 而 寫 的」 而 寫 的」 而 寫 的功功功功能 ，能 ，能 ，能 ，早早早早落落落落到到到到聊聊聊聊供供供供參參參參考 的考 的考 的考 的地地地地

位位位位了 。 對了 。 對了 。 對了 。 對 作 家 而 言 ，作 家 而 言 ，作 家 而 言 ，作 家 而 言 ，他他他他們們們們努努努努力 創 作 的力 創 作 的力 創 作 的力 創 作 的目目目目的 ， 就 是的 ， 就 是的 ， 就 是的 ， 就 是怎怎怎怎在在在在他他他他們 的們 的們 的們 的審美理審美理審美理審美理

想 下 ， 達 到想 下 ， 達 到想 下 ， 達 到想 下 ， 達 到符符符符合 自合 自合 自合 自己己己己所 期 待 、所 期 待 、所 期 待 、所 期 待 、憧憬憧憬憧憬憧憬、、、、追求追求追求追求的的的的境界境界境界境界， 而 這 些， 而 這 些， 而 這 些， 而 這 些目標目標目標目標， 就， 就， 就， 就

只 能 藉 文 學 特 質 來只 能 藉 文 學 特 質 來只 能 藉 文 學 特 質 來只 能 藉 文 學 特 質 來完完完完成 ，成 ，成 ，成 ，即即即即瞭 解 文 學瞭 解 文 學瞭 解 文 學瞭 解 文 學應該應該應該應該是是是是怎怎怎怎樣 的 ， 要 如 何 表 現 ，樣 的 ， 要 如 何 表 現 ，樣 的 ， 要 如 何 表 現 ，樣 的 ， 要 如 何 表 現 ，

及 其及 其及 其及 其最最最最高高高高境界境界境界境界是是是是什什什什麼 ， 然 後 具 體麼 ， 然 後 具 體麼 ， 然 後 具 體麼 ， 然 後 具 體去去去去實實實實踐踐踐踐。 於 是。 於 是。 於 是。 於 是原原原原本 是本 是本 是本 是他他他他們 本 想 要 表們 本 想 要 表們 本 想 要 表們 本 想 要 表

達達達達審美理審美理審美理審美理想 所想 所想 所想 所應遵應遵應遵應遵循 的 文 體 規 範 ， 便循 的 文 體 規 範 ， 便循 的 文 體 規 範 ， 便循 的 文 體 規 範 ， 便常常常常會 在 有 新會 在 有 新會 在 有 新會 在 有 新見見見見解 ， 新解 ， 新解 ， 新解 ， 新需需需需求求求求， 新， 新， 新， 新

創 意 的 情 形 下 被創 意 的 情 形 下 被創 意 的 情 形 下 被創 意 的 情 形 下 被突突突突破 ， 而破 ， 而破 ， 而破 ， 而 古 文 變 體古 文 變 體古 文 變 體古 文 變 體 也 就 因 而 出 現 。也 就 因 而 出 現 。也 就 因 而 出 現 。也 就 因 而 出 現 。     

如 上 所 述 ， 作 家 所 身如 上 所 述 ， 作 家 所 身如 上 所 述 ， 作 家 所 身如 上 所 述 ， 作 家 所 身處處處處的 時的 時的 時的 時代背景代背景代背景代背景， 作 家 本 身 特 質 、 作 家 文 體， 作 家 本 身 特 質 、 作 家 文 體， 作 家 本 身 特 質 、 作 家 文 體， 作 家 本 身 特 質 、 作 家 文 體

意意意意識識識識及 作 家 所及 作 家 所及 作 家 所及 作 家 所追尋追尋追尋追尋的 文 學的 文 學的 文 學的 文 學美美美美感感感感等等等等， 都 是 使， 都 是 使， 都 是 使， 都 是 使 古 文 變 體古 文 變 體古 文 變 體古 文 變 體 出 現 的 必 要出 現 的 必 要出 現 的 必 要出 現 的 必 要條條條條

件。件。件。件。童慶炳童慶炳童慶炳童慶炳說說說說：：：：「 任 何 一 個 作 家 在「 任 何 一 個 作 家 在「 任 何 一 個 作 家 在「 任 何 一 個 作 家 在他他他他動動動動筆筆筆筆之 前，都之 前，都之 前，都之 前，都面面面面臨臨臨臨著著著著兩兩兩兩次次次次選擇選擇選擇選擇：：：：

第第第第一一一一次次次次選擇選擇選擇選擇是 寫是 寫是 寫是 寫什什什什麼，麼，麼，麼，第二次第二次第二次第二次選擇選擇選擇選擇是是是是怎怎怎怎麼 寫。寫麼 寫。寫麼 寫。寫麼 寫。寫什什什什麼 自 然 是 重 要 的，麼 自 然 是 重 要 的，麼 自 然 是 重 要 的，麼 自 然 是 重 要 的，

但但但但怎怎怎怎樣 寫 ，樣 寫 ，樣 寫 ，樣 寫 ，用怎用怎用怎用怎樣 的樣 的樣 的樣 的話話話話語語語語體 式體 式體 式體 式去去去去編織怎編織怎編織怎編織怎樣 的樣 的樣 的樣 的語語語語言言言言秩秩秩秩序序序序， 也， 也， 也， 也很很很很重 要 。重 要 。重 要 。重 要 。

同 一 個 意 思 ，同 一 個 意 思 ，同 一 個 意 思 ，同 一 個 意 思 ，用用用用不 同 的 言不 同 的 言不 同 的 言不 同 的 言語去語去語去語去寫 ， 其 效 果 可 能寫 ， 其 效 果 可 能寫 ， 其 效 果 可 能寫 ， 其 效 果 可 能完全完全完全完全不 一 樣 。 」不 一 樣 。 」不 一 樣 。 」不 一 樣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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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當當當

然，如然，如然，如然，如韓愈韓愈韓愈韓愈這 樣 的 古 文 大 家，在這 樣 的 古 文 大 家，在這 樣 的 古 文 大 家，在這 樣 的 古 文 大 家，在面面面面對 古 文 寫 作 時 是 不 可 能對 古 文 寫 作 時 是 不 可 能對 古 文 寫 作 時 是 不 可 能對 古 文 寫 作 時 是 不 可 能漫漫漫漫不 經 心，不 經 心，不 經 心，不 經 心，

這 可 從這 可 從這 可 從這 可 從他他他他的 文 章 中 不 經 意的 文 章 中 不 經 意的 文 章 中 不 經 意的 文 章 中 不 經 意提提提提到到到到他他他他創 作 時 有 多創 作 時 有 多創 作 時 有 多創 作 時 有 多謹慎謹慎謹慎謹慎看 出 。看 出 。看 出 。看 出 。平常平常平常平常的 寫 作的 寫 作的 寫 作的 寫 作

如 此 ， 則 當 創 作如 此 ， 則 當 創 作如 此 ， 則 當 創 作如 此 ， 則 當 創 作面面面面臨臨臨臨必必必必須須須須改 變 文 體 規 範 時 ， 自 然改 變 文 體 規 範 時 ， 自 然改 變 文 體 規 範 時 ， 自 然改 變 文 體 規 範 時 ， 自 然更更更更是是是是深深深深思思思思熟熟熟熟慮 ， 多慮 ， 多慮 ， 多慮 ， 多

方 考 量 了 。方 考 量 了 。方 考 量 了 。方 考 量 了 。事事事事實 上 ， 作 家 對 文 體 規 範 的 改 變 ， 有 無 其實 上 ， 作 家 對 文 體 規 範 的 改 變 ， 有 無 其實 上 ， 作 家 對 文 體 規 範 的 改 變 ， 有 無 其實 上 ， 作 家 對 文 體 規 範 的 改 變 ， 有 無 其他他他他意意意意義義義義也 頗 具也 頗 具也 頗 具也 頗 具

關關關關鍵鍵鍵鍵， 而 由 於 文 本 的 意， 而 由 於 文 本 的 意， 而 由 於 文 本 的 意， 而 由 於 文 本 的 意義義義義是 作 者 所是 作 者 所是 作 者 所是 作 者 所賦賦賦賦予予予予的 ， 所 以 作 者 的 意的 ， 所 以 作 者 的 意的 ， 所 以 作 者 的 意的 ， 所 以 作 者 的 意圖圖圖圖在 文 本在 文 本在 文 本在 文 本

的 意的 意的 意的 意義義義義中 有中 有中 有中 有完全完全完全完全決決決決定 性 的 作定 性 的 作定 性 的 作定 性 的 作用用用用。。。。他他他他之 所 以 變 異 文 體 規 範 ， 是之 所 以 變 異 文 體 規 範 ， 是之 所 以 變 異 文 體 規 範 ， 是之 所 以 變 異 文 體 規 範 ， 是否否否否含含含含有有有有

想 要 說想 要 說想 要 說想 要 說什什什什麼 的 意麼 的 意麼 的 意麼 的 意圖圖圖圖？ 而 這 可 能？ 而 這 可 能？ 而 這 可 能？ 而 這 可 能涉涉涉涉及 到 作 者 自 身 的 文 學 批 評及 到 作 者 自 身 的 文 學 批 評及 到 作 者 自 身 的 文 學 批 評及 到 作 者 自 身 的 文 學 批 評觀觀觀觀。 換 言。 換 言。 換 言。 換 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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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童慶炳童慶炳童慶炳童慶炳：《文體與文體的創造》（昆明：雲南人民出版社，：《文體與文體的創造》（昆明：雲南人民出版社，：《文體與文體的創造》（昆明：雲南人民出版社，：《文體與文體的創造》（昆明：雲南人民出版社，1999 三刷），三刷），三刷），三刷），2 頁。頁。頁。頁。李李李李光光光光地地地地提及：「文提及：「文提及：「文提及：「文字字字字要改要改要改要改，，，，雖雖雖雖孔子孔子孔子孔子猶猶猶猶然。然。然。然。歐歐歐歐公公公公〈〈〈〈醉翁亭醉翁亭醉翁亭醉翁亭記記記記〉，原〉，原〉，原〉，原稿稿稿稿起起起起處處處處有有有有數數數數十十十十字字字字，，，，粘粘粘粘之之之之卧内卧内卧内卧内，，，，再再再再四改四改四改四改訂訂訂訂，，，，到到到到後後後後來只得來只得來只得來只得：『環：『環：『環：『環滁滁滁滁皆山皆山皆山皆山也』，也』，也』，也』，五五五五字字字字。。。。平平平平生所為文，生所為文，生所為文，生所為文，都都都都是如此，是如此，是如此，是如此，甚甚甚甚至至至至有不有不有不有不存存存存原原原原稿稿稿稿一一一一字字字字者。」參見者。」參見者。」參見者。」參見清‧李清‧李清‧李清‧李光光光光地撰地撰地撰地撰：《：《：《：《榕村榕村榕村榕村語語語語錄錄錄錄》卷》卷》卷》卷二十二十二十二十九（九（九（九（四庫四庫四庫四庫全全全全書書書書，，，，子子子子部，部，部，部，儒儒儒儒家家家家類）此類）此類）此類）此可作印可作印可作印可作印證證證證。。。。 



韓 愈 之 古 文 變 體 研 究韓 愈 之 古 文 變 體 研 究韓 愈 之 古 文 變 體 研 究韓 愈 之 古 文 變 體 研 究         

    {{{{P A G E   P A G E   P A G E   P A G E   }}}}    

之 ， 作 者 可 能 是之 ， 作 者 可 能 是之 ， 作 者 可 能 是之 ， 作 者 可 能 是用用用用一 種 特 別 設 計 的 方 式 將 自一 種 特 別 設 計 的 方 式 將 自一 種 特 別 設 計 的 方 式 將 自一 種 特 別 設 計 的 方 式 將 自己己己己的 意的 意的 意的 意念念念念轉 換 成 作 品 。轉 換 成 作 品 。轉 換 成 作 品 。轉 換 成 作 品 。

沿沿沿沿用用用用李李李李建建建建盛盛盛盛的 說的 說的 說的 說法：法：法：法：「 文 學 作 品 被 創 作 出 來，就 是 對「 文 學 作 品 被 創 作 出 來，就 是 對「 文 學 作 品 被 創 作 出 來，就 是 對「 文 學 作 品 被 創 作 出 來，就 是 對人人人人類 經類 經類 經類 經驗世驗世驗世驗世界界界界的的的的

一 種一 種一 種一 種擴擴擴擴展 ， 一 種展 ， 一 種展 ， 一 種展 ， 一 種理理理理想想想想世世世世界界界界的 建 構 。 」的 建 構 。 」的 建 構 。 」的 建 構 。 」
44

文 體 之 所 以 變 異文 體 之 所 以 變 異文 體 之 所 以 變 異文 體 之 所 以 變 異應該應該應該應該也 可也 可也 可也 可視視視視

為 作 家 對為 作 家 對為 作 家 對為 作 家 對閱閱閱閱讀 及 寫 作 經讀 及 寫 作 經讀 及 寫 作 經讀 及 寫 作 經驗驗驗驗的 一 種的 一 種的 一 種的 一 種擴擴擴擴展 ， 一 種 想 嘗 試 不 同 可 能 的展 ， 一 種 想 嘗 試 不 同 可 能 的展 ， 一 種 想 嘗 試 不 同 可 能 的展 ， 一 種 想 嘗 試 不 同 可 能 的 對對對對 文文文文

學學學學世世世世界界界界的 建 構。的 建 構。的 建 構。的 建 構。總總總總之，之，之，之，揭揭揭揭示示示示作 品 的 文 學 性，及 創 造 作 品 的作 品 的 文 學 性，及 創 造 作 品 的作 品 的 文 學 性，及 創 造 作 品 的作 品 的 文 學 性，及 創 造 作 品 的最佳最佳最佳最佳形 式 ，形 式 ，形 式 ，形 式 ，

應應應應是 作 家 展 現是 作 家 展 現是 作 家 展 現是 作 家 展 現他他他他對 文 學對 文 學對 文 學對 文 學理理理理解 的 一 種 方 式 ， 而 其 中 也 已 或 多 或解 的 一 種 方 式 ， 而 其 中 也 已 或 多 或解 的 一 種 方 式 ， 而 其 中 也 已 或 多 或解 的 一 種 方 式 ， 而 其 中 也 已 或 多 或少少少少地地地地呈呈呈呈

現 出 作 家 的 文 學 批 評現 出 作 家 的 文 學 批 評現 出 作 家 的 文 學 批 評現 出 作 家 的 文 學 批 評觀觀觀觀了 。了 。了 。了 。     

綜綜綜綜上 所 言 ， 我 們 可 以 歸 納 作 家 因上 所 言 ， 我 們 可 以 歸 納 作 家 因上 所 言 ， 我 們 可 以 歸 納 作 家 因上 所 言 ， 我 們 可 以 歸 納 作 家 因素素素素在在在在 古 文 變 體古 文 變 體古 文 變 體古 文 變 體 產 生 上 的產 生 上 的產 生 上 的產 生 上 的幾點原幾點原幾點原幾點原

因因因因：：：：     

一 、一 、一 、一 、     作 家作 家作 家作 家擁擁擁擁有有有有獨獨獨獨特 的 個 性 ， 如 果 能特 的 個 性 ， 如 果 能特 的 個 性 ， 如 果 能特 的 個 性 ， 如 果 能夠敢夠敢夠敢夠敢於 創 新 、 嘗 試 變 異 ，於 創 新 、 嘗 試 變 異 ，於 創 新 、 嘗 試 變 異 ，於 創 新 、 嘗 試 變 異 ，勇勇勇勇於於於於

面面面面對對對對未未未未知 的 結 果 ， 此知 的 結 果 ， 此知 的 結 果 ， 此知 的 結 果 ， 此即給予即給予即給予即給予作 家 產 生作 家 產 生作 家 產 生作 家 產 生 古 文 變 體古 文 變 體古 文 變 體古 文 變 體 的的的的條條條條件 。件 。件 。件 。     

二二二二、、、、     作 家 可 能 在 文 學 傳 統 下 ，作 家 可 能 在 文 學 傳 統 下 ，作 家 可 能 在 文 學 傳 統 下 ，作 家 可 能 在 文 學 傳 統 下 ，隨著隨著隨著隨著文 學 自文 學 自文 學 自文 學 自覺覺覺覺意意意意識識識識的的的的覺覺覺覺醒醒醒醒， 考 慮， 考 慮， 考 慮， 考 慮最最最最

合合合合適適適適展 現 自展 現 自展 現 自展 現 自己己己己審美理審美理審美理審美理想、想、想、想、審美審美審美審美趣趣趣趣味 的 表 現 方 式，也 在 同 時，也味 的 表 現 方 式，也 在 同 時，也味 的 表 現 方 式，也 在 同 時，也味 的 表 現 方 式，也 在 同 時，也

常進行著常進行著常進行著常進行著文 體 的 創 作文 體 的 創 作文 體 的 創 作文 體 的 創 作與與與與改改改改革革革革， 而 形 成 文 體 的 變 異 現， 而 形 成 文 體 的 變 異 現， 而 形 成 文 體 的 變 異 現， 而 形 成 文 體 的 變 異 現象象象象。。。。     

三三三三、、、、     進行進行進行進行寫 作 後 ， 有 關 作 品寫 作 後 ， 有 關 作 品寫 作 後 ， 有 關 作 品寫 作 後 ， 有 關 作 品美美美美感 的感 的感 的感 的追求常追求常追求常追求常會會會會凌駕凌駕凌駕凌駕在 一在 一在 一在 一切切切切之 上 。 古之 上 。 古之 上 。 古之 上 。 古

文 作 家，文 作 家，文 作 家，文 作 家，常希望常希望常希望常希望能 藉 由能 藉 由能 藉 由能 藉 由最完美最最完美最最完美最最完美最適適適適當 的 文 字 形 式 來 表 達當 的 文 字 形 式 來 表 達當 的 文 字 形 式 來 表 達當 的 文 字 形 式 來 表 達他他他他們 想們 想們 想們 想

傳 達 的 思 想，傳 達 的 思 想，傳 達 的 思 想，傳 達 的 思 想，常常常常會 讓會 讓會 讓會 讓他他他他們們們們進入進入進入進入一 種一 種一 種一 種純粹純粹純粹純粹為 藝 術 而 藝 術 的 創 作為 藝 術 而 藝 術 的 創 作為 藝 術 而 藝 術 的 創 作為 藝 術 而 藝 術 的 創 作狀狀狀狀

態態態態，，，，希希希希冀冀冀冀自自自自己己己己能 創 作 出 不能 創 作 出 不能 創 作 出 不能 創 作 出 不朽朽朽朽的 作 品 。 此 時 已 無的 作 品 。 此 時 已 無的 作 品 。 此 時 已 無的 作 品 。 此 時 已 無暇暇暇暇考 量 文 體 規考 量 文 體 規考 量 文 體 規考 量 文 體 規

範 ，範 ，範 ，範 ， 也 不也 不也 不也 不願願願願受受受受其其其其侷侷侷侷限限限限，，，， 古 文 變 體古 文 變 體古 文 變 體古 文 變 體 也 因 而 產 生 了也 因 而 產 生 了也 因 而 產 生 了也 因 而 產 生 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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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李李李建建建建盛盛盛盛：《理解：《理解：《理解：《理解事事事事件件件件與文本意義與文本意義與文本意義與文本意義—文學文學文學文學詮詮詮詮釋學》（釋學》（釋學》（釋學》（上上上上海海海海：：：：上上上上海譯海譯海譯海譯文出版社，文出版社，文出版社，文出版社，2002），），），），90頁。頁。頁。頁。 



第 九 章第 九 章第 九 章第 九 章     古 文 變 體 產 生 的 原 因古 文 變 體 產 生 的 原 因古 文 變 體 產 生 的 原 因古 文 變 體 產 生 的 原 因         

    {{{{P A G E   P A G E   P A G E   P A G E   }}}}    

第三節第三節第三節第三節  讀者因素讀者因素讀者因素讀者因素  

在 古在 古在 古在 古代代代代的 文 學的 文 學的 文 學的 文 學理理理理論 中 ， 讀 者 的 角 色 並論 中 ， 讀 者 的 角 色 並論 中 ， 讀 者 的 角 色 並論 中 ， 讀 者 的 角 色 並未未未未受受受受到到到到應應應應有 的 重有 的 重有 的 重有 的 重視視視視， 但， 但， 但， 但事事事事

實 上 ， 沒 有 讀 者 也 就 沒 有 文 學 活 動 的 產 生 ， 文 學 作 品 只 有 在實 上 ， 沒 有 讀 者 也 就 沒 有 文 學 活 動 的 產 生 ， 文 學 作 品 只 有 在實 上 ， 沒 有 讀 者 也 就 沒 有 文 學 活 動 的 產 生 ， 文 學 作 品 只 有 在實 上 ， 沒 有 讀 者 也 就 沒 有 文 學 活 動 的 產 生 ， 文 學 作 品 只 有 在透透透透過 讀過 讀過 讀過 讀

者 的者 的者 的者 的閱閱閱閱讀 時 ，讀 時 ，讀 時 ，讀 時 ，才才才才能 轉 化 成 一 種能 轉 化 成 一 種能 轉 化 成 一 種能 轉 化 成 一 種真真真真實 的實 的實 的實 的存存存存在 。在 。在 。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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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這這這段段段段頗 具 讀 者頗 具 讀 者頗 具 讀 者頗 具 讀 者反應理反應理反應理反應理

論 學 說 的 文 字 ， 指 出 了論 學 說 的 文 字 ， 指 出 了論 學 說 的 文 字 ， 指 出 了論 學 說 的 文 字 ， 指 出 了語語語語言 文 字 乃言 文 字 乃言 文 字 乃言 文 字 乃人人人人類類類類偉偉偉偉大 的 發大 的 發大 的 發大 的 發明明明明之 一 ， 作 者之 一 ， 作 者之 一 ， 作 者之 一 ， 作 者抽抽抽抽象象象象

的 意的 意的 意的 意念念念念先 化 為 具 體 的 文 字 表 現 ， 然 後先 化 為 具 體 的 文 字 表 現 ， 然 後先 化 為 具 體 的 文 字 表 現 ， 然 後先 化 為 具 體 的 文 字 表 現 ， 然 後再進再進再進再進一 步 變 為 讀 者一 步 變 為 讀 者一 步 變 為 讀 者一 步 變 為 讀 者接接接接受受受受的的的的抽抽抽抽象象象象

意意意意念念念念， 在 作 家 寫 作 文 章 時 ， 有 時 會 出 現 變 異 文 體 的 設 計 ， 而 此 多， 在 作 家 寫 作 文 章 時 ， 有 時 會 出 現 變 異 文 體 的 設 計 ， 而 此 多， 在 作 家 寫 作 文 章 時 ， 有 時 會 出 現 變 異 文 體 的 設 計 ， 而 此 多， 在 作 家 寫 作 文 章 時 ， 有 時 會 出 現 變 異 文 體 的 設 計 ， 而 此 多屬屬屬屬

於 非於 非於 非於 非刻刻刻刻意 的 作 為 。 不 過 其 結 果 都意 的 作 為 。 不 過 其 結 果 都意 的 作 為 。 不 過 其 結 果 都意 的 作 為 。 不 過 其 結 果 都常常常常在 後在 後在 後在 後代代代代的 批 評 家的 批 評 家的 批 評 家的 批 評 家根根根根據 其據 其據 其據 其流行流行流行流行程程程程

度 ， 並 將 其度 ， 並 將 其度 ， 並 將 其度 ， 並 將 其與與與與同 時同 時同 時同 時代代代代的 文 體的 文 體的 文 體的 文 體比比比比較較較較後 ，後 ，後 ，後 ，判判判判讀 為 變 體 之 作 。讀 為 變 體 之 作 。讀 為 變 體 之 作 。讀 為 變 體 之 作 。     

作 者 的 意作 者 的 意作 者 的 意作 者 的 意圖圖圖圖從 文 學 活 動 的 角 度 而 言 ， 對 作 品從 文 學 活 動 的 角 度 而 言 ， 對 作 品從 文 學 活 動 的 角 度 而 言 ， 對 作 品從 文 學 活 動 的 角 度 而 言 ， 對 作 品 的 創 作 固 然的 創 作 固 然的 創 作 固 然的 創 作 固 然佔佔佔佔有 相有 相有 相有 相

當 重 要 的當 重 要 的當 重 要 的當 重 要 的地地地地位位位位， 但 是 ， 在 作 品 的 意， 但 是 ， 在 作 品 的 意， 但 是 ， 在 作 品 的 意， 但 是 ， 在 作 品 的 意涵涵涵涵上 ， 讀 者 是 可 以上 ， 讀 者 是 可 以上 ， 讀 者 是 可 以上 ， 讀 者 是 可 以介介介介入入入入的 ， 而 且的 ， 而 且的 ， 而 且的 ， 而 且

這 種 讀 者 的這 種 讀 者 的這 種 讀 者 的這 種 讀 者 的介介介介入入入入活 動 ， 經活 動 ， 經活 動 ， 經活 動 ， 經常常常常可 以 使 作 品 的 意可 以 使 作 品 的 意可 以 使 作 品 的 意可 以 使 作 品 的 意圖更圖更圖更圖更加加加加完完完完整 。 作 家 在 寫整 。 作 家 在 寫整 。 作 家 在 寫整 。 作 家 在 寫

作 時 ，作 時 ，作 時 ，作 時 ，通常通常通常通常心 中 有 一 想心 中 有 一 想心 中 有 一 想心 中 有 一 想像像像像的 讀 者 群的 讀 者 群的 讀 者 群的 讀 者 群存存存存在 ， 而 這 讀 者 群 的在 ， 而 這 讀 者 群 的在 ， 而 這 讀 者 群 的在 ， 而 這 讀 者 群 的審美水審美水審美水審美水準準準準與與與與

審美審美審美審美趣趣趣趣味 ， 是 會味 ， 是 會味 ， 是 會味 ， 是 會影響影響影響影響作 者 的 創 作 的 。 換 言 之 ， 作 家 在 寫 作 時 ， 可 能作 者 的 創 作 的 。 換 言 之 ， 作 家 在 寫 作 時 ， 可 能作 者 的 創 作 的 。 換 言 之 ， 作 家 在 寫 作 時 ， 可 能作 者 的 創 作 的 。 換 言 之 ， 作 家 在 寫 作 時 ， 可 能

因 為 已因 為 已因 為 已因 為 已 經 考 慮 特 定 讀 者 的經 考 慮 特 定 讀 者 的經 考 慮 特 定 讀 者 的經 考 慮 特 定 讀 者 的存存存存在 ， 然 後在 ， 然 後在 ， 然 後在 ， 然 後才去面才去面才去面才去面對 文 體 的 規 範 。對 文 體 的 規 範 。對 文 體 的 規 範 。對 文 體 的 規 範 。根根根根據據據據沃沃沃沃

爾夫岡爾夫岡爾夫岡爾夫岡‧‧‧‧伊澤伊澤伊澤伊澤爾（爾（爾（爾（WolfgangWolfgangWolfgangWolfgang         IserIserIserIser））））的的的的觀點觀點觀點觀點， 文 本， 文 本， 文 本， 文 本佈滿佈滿佈滿佈滿了了了了未未未未定 意定 意定 意定 意義義義義

和 空和 空和 空和 空白白白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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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而 讀 者 的， 而 讀 者 的， 而 讀 者 的， 而 讀 者 的閱閱閱閱讀 正 是 確 定 意讀 正 是 確 定 意讀 正 是 確 定 意讀 正 是 確 定 意義義義義和和和和填填填填補補補補空空空空白白白白。。。。誘誘誘誘因 不 同 讀 者因 不 同 讀 者因 不 同 讀 者因 不 同 讀 者

必 會 有 不 同 的 解 讀 ， 所 以 這 些 空必 會 有 不 同 的 解 讀 ， 所 以 這 些 空必 會 有 不 同 的 解 讀 ， 所 以 這 些 空必 會 有 不 同 的 解 讀 ， 所 以 這 些 空白白白白和和和和未未未未定 意定 意定 意定 意義義義義便 會 出 現 ， 每 個便 會 出 現 ， 每 個便 會 出 現 ， 每 個便 會 出 現 ， 每 個人人人人的的的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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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龍龍龍龍協濤協濤協濤協濤亦亦亦亦提及：「在提及：「在提及：「在提及：「在讀讀讀讀者反者反者反者反應家應家應家應家看看看看來來來來，，，，……………………文學作品的意義取決於文學作品的意義取決於文學作品的意義取決於文學作品的意義取決於讀讀讀讀者個人的創造性者個人的創造性者個人的創造性者個人的創造性闡闡闡闡釋，作品的意義釋，作品的意義釋，作品的意義釋，作品的意義實際上實際上實際上實際上是是是是讀讀讀讀者的『創造者的『創造者的『創造者的『創造物物物物』。」此』。」此』。」此』。」此亦亦亦亦說明了說明了說明了說明了讀讀讀讀者在作品意義生成者在作品意義生成者在作品意義生成者在作品意義生成上上上上的的的的重重重重要要要要性。參見性。參見性。參見性。參見龍龍龍龍協濤協濤協濤協濤：《：《：《：《讀讀讀讀者反者反者反者反應應應應理論》（理論》（理論》（理論》（台北台北台北台北：：：：揚揚揚揚智文化智文化智文化智文化事事事事業股業股業股業股份份份份有有有有限限限限公公公公司司司司，，，，2000），），），），7頁。頁。頁。頁。 

46
 朱朱朱朱立立立立元元元元提及「所提及「所提及「所提及「所謂謂謂謂空空空空白白白白，就是，就是，就是，就是指指指指文本中文本中文本中文本中未未未未實實實實寫出寫出寫出寫出來來來來的或的或的或的或未未未未明明明明確確確確寫出寫出寫出寫出來來來來的部分，它們的部分，它們的部分，它們的部分，它們是文本是文本是文本是文本已已已已實實實實寫出部分寫出部分寫出部分寫出部分向讀向讀向讀向讀者所者所者所者所暗暗暗暗示的東示的東示的東示的東西西西西。」參見。」參見。」參見。」參見朱朱朱朱立立立立元元元元：《：《：《：《接接接接受受受受美美美美學》（學》（學》（學》（上上上上海海海海：：：：上上上上海海海海人人人人民出版社，民出版社，民出版社，民出版社，1989），），），），22 頁。頁。頁。頁。 



韓 愈 之 古 文 變 體 研 究韓 愈 之 古 文 變 體 研 究韓 愈 之 古 文 變 體 研 究韓 愈 之 古 文 變 體 研 究         

    {{{{P A G E   P A G E   P A G E   P A G E   }}}}    

閱閱閱閱讀讀讀讀背景背景背景背景皆皆皆皆有 不 同 的有 不 同 的有 不 同 的有 不 同 的 情 況 ， 但 無 論 如 何 ， 其 結 果 可 說 是 一 種 作 品 的情 況 ， 但 無 論 如 何 ， 其 結 果 可 說 是 一 種 作 品 的情 況 ， 但 無 論 如 何 ， 其 結 果 可 說 是 一 種 作 品 的情 況 ， 但 無 論 如 何 ， 其 結 果 可 說 是 一 種 作 品 的

現 實 化 。現 實 化 。現 實 化 。現 實 化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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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一一一般般般般而 言 ， 不 但而 言 ， 不 但而 言 ， 不 但而 言 ， 不 但處處處處於 不 同於 不 同於 不 同於 不 同社社社社會會會會環境環境環境環境的 讀 者 對 同 一 作 品 會 有 不 同的 讀 者 對 同 一 作 品 會 有 不 同的 讀 者 對 同 一 作 品 會 有 不 同的 讀 者 對 同 一 作 品 會 有 不 同

反應；反應；反應；反應；不 同 時不 同 時不 同 時不 同 時代代代代的 讀 者 對 同 一 作 品 的 解 讀 及 評的 讀 者 對 同 一 作 品 的 解 讀 及 評的 讀 者 對 同 一 作 品 的 解 讀 及 評的 讀 者 對 同 一 作 品 的 解 讀 及 評價價價價也 會 有 所也 會 有 所也 會 有 所也 會 有 所差差差差異異異異；即；即；即；即

使 是 同 一使 是 同 一使 是 同 一使 是 同 一位位位位讀 者 ， 也 會讀 者 ， 也 會讀 者 ， 也 會讀 者 ， 也 會隨著隨著隨著隨著時時時時間間間間、、、、環境環境環境環境的 變的 變的 變的 變遷遷遷遷， 而 對 同 一， 而 對 同 一， 而 對 同 一， 而 對 同 一部部部部作 品 產作 品 產作 品 產作 品 產

生 大 不 相 同 的生 大 不 相 同 的生 大 不 相 同 的生 大 不 相 同 的理理理理解解解解與與與與解解解解釋釋釋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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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 下 我 們 且 將 讀 者以 下 我 們 且 將 讀 者以 下 我 們 且 將 讀 者以 下 我 們 且 將 讀 者分分分分成 兩 種 ，成 兩 種 ，成 兩 種 ，成 兩 種 ，即即即即當 作當 作當 作當 作

家 本 身 亦 是 前家 本 身 亦 是 前家 本 身 亦 是 前家 本 身 亦 是 前人人人人古 文 作 品 的 讀 者 時 ， 以 及古 文 作 品 的 讀 者 時 ， 以 及古 文 作 品 的 讀 者 時 ， 以 及古 文 作 品 的 讀 者 時 ， 以 及與與與與作 品 同 一 時作 品 同 一 時作 品 同 一 時作 品 同 一 時代代代代或 後或 後或 後或 後世世世世的的的的

讀 者 ， 來讀 者 ， 來讀 者 ， 來讀 者 ， 來詳詳詳詳細細細細討討討討論 。論 。論 。論 。     

                                                                                                                                                                                        

47
 李李李李建建建建盛盛盛盛提及：「文學作品的內容和意義必提及：「文學作品的內容和意義必提及：「文學作品的內容和意義必提及：「文學作品的內容和意義必須須須須通通通通過過過過讀讀讀讀者的者的者的者的閱閱閱閱讀才讀才讀才讀才能能能能向讀向讀向讀向讀者表現出者表現出者表現出者表現出來來來來，，，，沒沒沒沒有有有有讀讀讀讀者的者的者的者的閱閱閱閱讀讀讀讀活活活活動動動動，無論多麼具有，無論多麼具有，無論多麼具有，無論多麼具有審美價值審美價值審美價值審美價值和和和和深刻深刻深刻深刻意義的作品其意義的作品其意義的作品其意義的作品其價值價值價值價值和意義和意義和意義和意義都只都只都只都只能是一能是一能是一能是一種種種種潛潛潛潛在的在的在的在的存存存存在，而不可能為在，而不可能為在，而不可能為在，而不可能為讀讀讀讀者所者所者所者所把握把握把握把握。」參見。」參見。」參見。」參見李李李李建建建建盛盛盛盛：《理解：《理解：《理解：《理解事事事事件件件件與文本意義與文本意義與文本意義與文本意義—文學文學文學文學詮詮詮詮釋學》（釋學》（釋學》（釋學》（上上上上海海海海：：：：上上上上海譯海譯海譯海譯文出版社，文出版社，文出版社，文出版社，2002），），），），115 頁。也就是說，文學的意義是頁。也就是說，文學的意義是頁。也就是說，文學的意義是頁。也就是說，文學的意義是讀讀讀讀者與文者與文者與文者與文本相本相本相本相互互互互交交交交流流流流的結果，不可能的結果，不可能的結果，不可能的結果，不可能忽略忽略忽略忽略讀讀讀讀者而能者而能者而能者而能使使使使文學的意義成文學的意義成文學的意義成文學的意義成立立立立。。。。134 頁，頁，頁，頁，李李李李建建建建盛盛盛盛又說：「文又說：「文又說：「文又說：「文學作品是一種學作品是一種學作品是一種學作品是一種虛虛虛虛構的文本，是與現構的文本，是與現構的文本，是與現構的文本，是與現實實實實世世世世界界界界不同的不同的不同的不同的想想想想像像像像性作品，正是這種性作品，正是這種性作品，正是這種性作品，正是這種虛虛虛虛構性與構性與構性與構性與想想想想像像像像性性性性為為為為閱閱閱閱讀讀讀讀和和和和接接接接受受受受提提提提供供供供了一種了一種了一種了一種開放開放開放開放性的結構。」在建構自性的結構。」在建構自性的結構。」在建構自性的結構。」在建構自己己己己審美審美審美審美對象的對象的對象的對象的框框框框架時架時架時架時，，，，讀讀讀讀者是以文者是以文者是以文者是以文學作品作為一學作品作為一學作品作為一學作品作為一種參種參種參種參考考考考體，體，體，體，藉藉藉藉以理解文本以理解文本以理解文本以理解文本促促促促成交成交成交成交流活流活流活流活動動動動的進行。的進行。的進行。的進行。 

48
 李李李李建建建建盛盛盛盛說：「我們並不能說：「我們並不能說：「我們並不能說：「我們並不能夠夠夠夠完完完完全全全全佔佔佔佔有文本意義，意義總是同有文本意義，意義總是同有文本意義，意義總是同有文本意義，意義總是同時時時時由解釋者的歷史由解釋者的歷史由解釋者的歷史由解釋者的歷史處處處處境境境境所所所所規定的。規定的。規定的。規定的。每每每每一個一個一個一個閱閱閱閱讀讀讀讀者，者，者，者，每每每每一個一個一個一個時代時代時代時代的的的的讀讀讀讀者對於一部作品的意義的者對於一部作品的意義的者對於一部作品的意義的者對於一部作品的意義的領領領領會會會會和和和和把握把握把握把握都都都都是這是這是這是這樣樣樣樣一種理解的一種理解的一種理解的一種理解的張張張張力力力力結構的表現。」參見結構的表現。」參見結構的表現。」參見結構的表現。」參見李李李李建建建建盛盛盛盛：《理解：《理解：《理解：《理解事事事事件件件件與文本意義與文本意義與文本意義與文本意義—文學文學文學文學詮詮詮詮釋學》（釋學》（釋學》（釋學》（上上上上海海海海：：：：上上上上海譯海譯海譯海譯文出版社，文出版社，文出版社，文出版社，2002），），），），45 頁。頁。頁。頁。145 頁頁頁頁李李李李建建建建盛亦盛亦盛亦盛亦提及：「提及：「提及：「提及：「任任任任何何何何從事從事從事從事實際實際實際實際閱閱閱閱讀讀讀讀的的的的讀讀讀讀者者者者都都都都是一種有是一種有是一種有是一種有限限限限性和歷史性的性和歷史性的性和歷史性的性和歷史性的存存存存在，不在，不在，不在，不僅僅僅僅每每每每一個一個一個一個閱閱閱閱讀讀讀讀者者者者都都都都是是是是終終終終有一有一有一有一死死死死的生的生的生的生命命命命存存存存在，和特定在，和特定在，和特定在，和特定時間時間時間時間過過過過程程程程中的中的中的中的存存存存在，而在，而在，而在，而且且且且每每每每一個一個一個一個讀讀讀讀者者者者都都都都是生是生是生是生存存存存和生和生和生和生活活活活於特定社於特定社於特定社於特定社會會會會、歷史和文化環、歷史和文化環、歷史和文化環、歷史和文化環境境境境中中中中的的的的存存存存在。」在。」在。」在。」龍龍龍龍協濤協濤協濤協濤亦亦亦亦提及：「提及：「提及：「提及：「每每每每個個個個讀讀讀讀者的能者的能者的能者的能力力力力、素、素、素、素質質質質和和和和經經經經驗驗驗驗背景的背景的背景的背景的獨獨獨獨特影響特影響特影響特影響仍仍仍仍然造成了個然造成了個然造成了個然造成了個別別別別的變化。這就是說，的變化。這就是說，的變化。這就是說，的變化。這就是說，讀讀讀讀者的反者的反者的反者的反應應應應是是是是主觀主觀主觀主觀性的，它制性的，它制性的，它制性的，它制約約約約著著著著作品的意義。」參見作品的意義。」參見作品的意義。」參見作品的意義。」參見龍龍龍龍協濤協濤協濤協濤：：：：《《《《讀讀讀讀者反者反者反者反應應應應理論》（理論》（理論》（理論》（台北台北台北台北：：：：揚揚揚揚智文化智文化智文化智文化事事事事業股業股業股業股份份份份有有有有限限限限公公公公司司司司，，，，2000），），），），24 頁。頁。頁。頁。龍龍龍龍協濤協濤協濤協濤在在在在 49 頁頁頁頁亦亦亦亦引引引引述述述述羅羅羅羅蘭蘭蘭蘭‧‧‧‧巴巴巴巴特的話：「一部作品之不特的話：「一部作品之不特的話：「一部作品之不特的話：「一部作品之不朽朽朽朽，並不是因為它，並不是因為它，並不是因為它，並不是因為它把把把把一種意義一種意義一種意義一種意義加加加加給給給給不同的人，不同的人，不同的人，不同的人，而是因為它而是因為它而是因為它而是因為它向向向向每每每每一個人一個人一個人一個人暗暗暗暗示了不同的意義。」所以在示了不同的意義。」所以在示了不同的意義。」所以在示了不同的意義。」所以在讀讀讀讀者成為作者者成為作者者成為作者者成為作者時時時時，由於其，由於其，由於其，由於其身處時代身處時代身處時代身處時代環環環環境境境境的不同，對前人作品的解的不同，對前人作品的解的不同，對前人作品的解的不同，對前人作品的解讀讀讀讀和變和變和變和變異異異異也就不同。以韓也就不同。以韓也就不同。以韓也就不同。以韓柳柳柳柳歐歐歐歐蘇蘇蘇蘇而論，而論，而論，而論，時代時代時代時代不同，可能對不同，可能對不同，可能對不同，可能對文體的變文體的變文體的變文體的變異異異異也就有所也就有所也就有所也就有所差差差差別別別別與與與與偏好偏好偏好偏好。。。。 



第 九 章第 九 章第 九 章第 九 章     古 文 變 體 產 生 的 原 因古 文 變 體 產 生 的 原 因古 文 變 體 產 生 的 原 因古 文 變 體 產 生 的 原 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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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壹、壹、壹、以以以以作家本身亦是前人古文作品的讀者作家本身亦是前人古文作品的讀者作家本身亦是前人古文作品的讀者作家本身亦是前人古文作品的讀者而論而論而論而論  

近近近近代代代代的 文 學的 文 學的 文 學的 文 學理理理理論 已 指 出 ，論 已 指 出 ，論 已 指 出 ，論 已 指 出 ，閱閱閱閱讀 是 一 種 兼 具 表 現 性讀 是 一 種 兼 具 表 現 性讀 是 一 種 兼 具 表 現 性讀 是 一 種 兼 具 表 現 性與與與與創 造 性 的 活創 造 性 的 活創 造 性 的 活創 造 性 的 活

動 ， 在 研 究 古動 ， 在 研 究 古動 ， 在 研 究 古動 ， 在 研 究 古代代代代的的的的閱閱閱閱讀 活 動 時 ， 這 亦 是 相 當 可 讓 我 們讀 活 動 時 ， 這 亦 是 相 當 可 讓 我 們讀 活 動 時 ， 這 亦 是 相 當 可 讓 我 們讀 活 動 時 ， 這 亦 是 相 當 可 讓 我 們審審審審思 的思 的思 的思 的觀點觀點觀點觀點。。。。

古 文 作 家 也 有 非古 文 作 家 也 有 非古 文 作 家 也 有 非古 文 作 家 也 有 非常常常常豐富豐富豐富豐富的的的的閱閱閱閱讀 經讀 經讀 經讀 經驗驗驗驗， 而 這 些 經， 而 這 些 經， 而 這 些 經， 而 這 些 經驗驗驗驗的 累 積 ， 一 方的 累 積 ， 一 方的 累 積 ， 一 方的 累 積 ， 一 方面面面面讓讓讓讓

他他他他在在在在閱閱閱閱讀 新 作 品 時 有 新 的 體 會 ， 一 方讀 新 作 品 時 有 新 的 體 會 ， 一 方讀 新 作 品 時 有 新 的 體 會 ， 一 方讀 新 作 品 時 有 新 的 體 會 ， 一 方面面面面也也也也影響影響影響影響其 創 作 ，其 創 作 ，其 創 作 ，其 創 作 ，尤尤尤尤其 是 文 體其 是 文 體其 是 文 體其 是 文 體

的 變 異 ， 可 能 正 是的 變 異 ， 可 能 正 是的 變 異 ， 可 能 正 是的 變 異 ， 可 能 正 是最最最最顯顯顯顯著著著著的的的的證證證證據 。 作 家 在據 。 作 家 在據 。 作 家 在據 。 作 家 在閱閱閱閱讀 前讀 前讀 前讀 前人人人人作 品 時 ，作 品 時 ，作 品 時 ，作 品 時 ，用用用用他他他他的的的的

想想想想像像像像和和和和理理理理解解解解與與與與作 品作 品作 品作 品交交交交流流流流， 這， 這， 這， 這交交交交流流流流有 一 種 自 我 調 解 的 結 構 作有 一 種 自 我 調 解 的 結 構 作有 一 種 自 我 調 解 的 結 構 作有 一 種 自 我 調 解 的 結 構 作用用用用，，，，伊澤伊澤伊澤伊澤

爾爾爾爾把 這 種 結 構把 這 種 結 構把 這 種 結 構把 這 種 結 構叫叫叫叫做做做做「「「「召召召召喚喚喚喚結 構 」結 構 」結 構 」結 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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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以。 以。 以。 以韓愈韓愈韓愈韓愈的的的的〈〈〈〈毛毛毛毛穎穎穎穎傳傳傳傳〉〉〉〉為為為為例例例例，，，，他他他他

完全完全完全完全襲襲襲襲用用用用司馬遷司馬遷司馬遷司馬遷的的的的列列列列傳 體傳 體傳 體傳 體例例例例及 寫及 寫及 寫及 寫法法法法，，，，卻卻卻卻把 傳 主把 傳 主把 傳 主把 傳 主虛虛虛虛擬擬擬擬趣趣趣趣味 化 ， 隱 隱味 化 ， 隱 隱味 化 ， 隱 隱味 化 ， 隱 隱透透透透

露露露露出 許 多 沒 有 在 文 章 中 顯 現 的 意出 許 多 沒 有 在 文 章 中 顯 現 的 意出 許 多 沒 有 在 文 章 中 顯 現 的 意出 許 多 沒 有 在 文 章 中 顯 現 的 意見見見見， 因 而， 因 而， 因 而， 因 而給予給予給予給予讀 者讀 者讀 者讀 者莫莫莫莫大 的 想大 的 想大 的 想大 的 想像像像像空空空空

間間間間。 此 說。 此 說。 此 說。 此 說明明明明古 文 作 家 在古 文 作 家 在古 文 作 家 在古 文 作 家 在閱閱閱閱讀 大 量 的 前讀 大 量 的 前讀 大 量 的 前讀 大 量 的 前人人人人古 文 作 品 時 ， 也 許 對 其 所 呈古 文 作 品 時 ， 也 許 對 其 所 呈古 文 作 品 時 ， 也 許 對 其 所 呈古 文 作 品 時 ， 也 許 對 其 所 呈

現 的 文 體 規 範 有 所 意現 的 文 體 規 範 有 所 意現 的 文 體 規 範 有 所 意現 的 文 體 規 範 有 所 意見見見見， 思， 思， 思， 思冀冀冀冀對 自對 自對 自對 自己己己己作 品 能作 品 能作 品 能作 品 能否否否否使使使使用用用用有 所 變有 所 變有 所 變有 所 變 異 文 體 的異 文 體 的異 文 體 的異 文 體 的

方方方方法法法法， 而 其 所 以 對 文 體， 而 其 所 以 對 文 體， 而 其 所 以 對 文 體， 而 其 所 以 對 文 體做做做做出 變 異 ， 也出 變 異 ， 也出 變 異 ， 也出 變 異 ， 也等等等等於 對 之 前 的 古 文 作 品 文 體 規於 對 之 前 的 古 文 作 品 文 體 規於 對 之 前 的 古 文 作 品 文 體 規於 對 之 前 的 古 文 作 品 文 體 規

範範範範提提提提出 具 體 的 意出 具 體 的 意出 具 體 的 意出 具 體 的 意見見見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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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 也 正 是此 也 正 是此 也 正 是此 也 正 是回回回回應應應應文 本 的文 本 的文 本 的文 本 的召召召召喚喚喚喚， 是 一 種， 是 一 種， 是 一 種， 是 一 種填填填填補補補補文 本文 本文 本文 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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韓 愈 之 古 文 變 體 研 究韓 愈 之 古 文 變 體 研 究韓 愈 之 古 文 變 體 研 究韓 愈 之 古 文 變 體 研 究         

    {{{{P A G E   P A G E   P A G E   P A G E   }}}}    

文 體 規 範 的 空文 體 規 範 的 空文 體 規 範 的 空文 體 規 範 的 空白白白白。。。。     

普通普通普通普通讀 者 對 文 本 意讀 者 對 文 本 意讀 者 對 文 本 意讀 者 對 文 本 意義義義義的 重 建 或 批 評 大 多 是的 重 建 或 批 評 大 多 是的 重 建 或 批 評 大 多 是的 重 建 或 批 評 大 多 是抽抽抽抽象象象象的 ， 並 沒 有 具 體的 ， 並 沒 有 具 體的 ， 並 沒 有 具 體的 ， 並 沒 有 具 體

的 呈 現的 呈 現的 呈 現的 呈 現；；；；古 文 作 家 若 能 創 作 出古 文 作 家 若 能 創 作 出古 文 作 家 若 能 創 作 出古 文 作 家 若 能 創 作 出優秀優秀優秀優秀出 色 的出 色 的出 色 的出 色 的 古 文 變 體古 文 變 體古 文 變 體古 文 變 體 ， 這 或 可 說 是 以， 這 或 可 說 是 以， 這 或 可 說 是 以， 這 或 可 說 是 以

讀 者 身讀 者 身讀 者 身讀 者 身分分分分重 新 變 異 了 一 種 文 體 的 體 類 規 範 ，重 新 變 異 了 一 種 文 體 的 體 類 規 範 ，重 新 變 異 了 一 種 文 體 的 體 類 規 範 ，重 新 變 異 了 一 種 文 體 的 體 類 規 範 ，等等等等於於於於超越超越超越超越了 前了 前了 前了 前人人人人的 創 作的 創 作的 創 作的 創 作

規 範 創 作 的 文 本 ， 就 是 具 體 對 前 文 本規 範 創 作 的 文 本 ， 就 是 具 體 對 前 文 本規 範 創 作 的 文 本 ， 就 是 具 體 對 前 文 本規 範 創 作 的 文 本 ， 就 是 具 體 對 前 文 本閱閱閱閱讀 重 建 的讀 重 建 的讀 重 建 的讀 重 建 的證證證證明明明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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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 讀 者 成在 讀 者 成在 讀 者 成在 讀 者 成

為 作 家 時 ， 這 些為 作 家 時 ， 這 些為 作 家 時 ， 這 些為 作 家 時 ， 這 些抽抽抽抽象象象象的 讀 者 思的 讀 者 思的 讀 者 思的 讀 者 思維維維維成 為 具 體 的 作 品 呈 現 ， 在 其 中 構 成成 為 具 體 的 作 品 呈 現 ， 在 其 中 構 成成 為 具 體 的 作 品 呈 現 ， 在 其 中 構 成成 為 具 體 的 作 品 呈 現 ， 在 其 中 構 成

了 歷 史 的 傳了 歷 史 的 傳了 歷 史 的 傳了 歷 史 的 傳承承承承， 作 品 在 作 家 的 變 異 中 有 了 新 生， 作 品 在 作 家 的 變 異 中 有 了 新 生， 作 品 在 作 家 的 變 異 中 有 了 新 生， 作 品 在 作 家 的 變 異 中 有 了 新 生命命命命， 而 能 一， 而 能 一， 而 能 一， 而 能 一代代代代一一一一代代代代的的的的

由 作 家 和 讀 者由 作 家 和 讀 者由 作 家 和 讀 者由 作 家 和 讀 者延續延續延續延續下下下下去去去去。。。。
52

藉藉藉藉 由 自由 自由 自由 自己己己己的 創 作 和 前的 創 作 和 前的 創 作 和 前的 創 作 和 前人人人人文 本文 本文 本文 本進行進行進行進行交交交交流流流流對對對對

話話話話。 文 體 變 異 或 許 正 是 身 為 讀 者 的 作 家 對 前。 文 體 變 異 或 許 正 是 身 為 讀 者 的 作 家 對 前。 文 體 變 異 或 許 正 是 身 為 讀 者 的 作 家 對 前。 文 體 變 異 或 許 正 是 身 為 讀 者 的 作 家 對 前人人人人文 本 一 種文 本 一 種文 本 一 種文 本 一 種修修修修正 對正 對正 對正 對話話話話的的的的

證證證證明明明明， 是， 是， 是， 是另另另另一 種 類 的 讀 者 和 文 本 的 「一 種 類 的 讀 者 和 文 本 的 「一 種 類 的 讀 者 和 文 本 的 「一 種 類 的 讀 者 和 文 本 的 「視視視視域域域域融 合 」融 合 」融 合 」融 合 」
53

。 將 文 學 規 範。 將 文 學 規 範。 將 文 學 規 範。 將 文 學 規 範予予予予

                                                                                                                                                                                        

51
 李李李李建建建建盛盛盛盛提及：「提及：「提及：「提及：「閱閱閱閱讀讀讀讀就是對作品的就是對作品的就是對作品的就是對作品的意義進行重建。文學意義進行重建。文學意義進行重建。文學意義進行重建。文學詮詮詮詮釋意義釋意義釋意義釋意義上上上上的的的的閱閱閱閱讀讀讀讀，總是以一，總是以一，總是以一，總是以一種新的語言種新的語言種新的語言種新的語言聲音聲音聲音聲音進行說話的進行說話的進行說話的進行說話的事事事事件件件件，也就是說，在，也就是說，在，也就是說，在，也就是說，在閱閱閱閱讀讀讀讀活活活活動動動動中，我們總是以自中，我們總是以自中，我們總是以自中，我們總是以自己己己己的語言、的語言、的語言、的語言、情感、情感、情感、情感、想想想想像像像像和和和和思想等等思想等等思想等等思想等等去去去去閱閱閱閱讀讀讀讀文學作品，而不是對文本所表達的東文學作品，而不是對文本所表達的東文學作品，而不是對文本所表達的東文學作品，而不是對文本所表達的東西西西西的的的的簡單簡單簡單簡單辨辨辨辨認。認。認。認。……………………閱閱閱閱讀讀讀讀是一個對話與交是一個對話與交是一個對話與交是一個對話與交流流流流的的的的事事事事件件件件和和和和過過過過程程程程。在。在。在。在閱閱閱閱讀過讀過讀過讀過程程程程中，中，中，中，永遠永遠永遠永遠不不不不停停停停地發地發地發地發生生生生著著著著從從從從簡單接簡單接簡單接簡單接受受受受到到到到批評式的理解，批評式的理解，批評式的理解，批評式的理解，從從從從被被被被動動動動接接接接受受受受到主到主到主到主動動動動接接接接受受受受的，的，的，的，從從從從認認認認識識識識的的的的審美審美審美審美標準標準標準標準到到到到超超超超越越越越以以以以往往往往的新的生產的的新的生產的的新的生產的的新的生產的轉轉轉轉換換換換。」參見。」參見。」參見。」參見李李李李建建建建盛盛盛盛：《理解：《理解：《理解：《理解事事事事件件件件與文本意義與文本意義與文本意義與文本意義—文學文學文學文學詮詮詮詮釋學》（釋學》（釋學》（釋學》（上上上上海海海海：：：：上上上上海譯海譯海譯海譯文出版社，文出版社，文出版社，文出版社，

2002），），），），148 頁。頁。頁。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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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同同同同上註上註上註上註，，，，143 頁，頁，頁，頁，李李李李建建建建盛盛盛盛提及：「在作者、作品和提及：「在作者、作品和提及：「在作者、作品和提及：「在作者、作品和讀讀讀讀者的三者的三者的三者的三角角角角關關關關係係係係中，中，中，中，讀讀讀讀者並不是一者並不是一者並不是一者並不是一種種種種被被被被動動動動的的的的存存存存在，也並不在，也並不在，也並不在，也並不僅僅僅僅僅僅僅僅是一種是一種是一種是一種被被被被動動動動的反的反的反的反應應應應，而是一個歷史的能，而是一個歷史的能，而是一個歷史的能，而是一個歷史的能動動動動構成。如果構成。如果構成。如果構成。如果沒沒沒沒有有有有接接接接受受受受者的者的者的者的閱閱閱閱讀讀讀讀，一個文學作品的歷史生，一個文學作品的歷史生，一個文學作品的歷史生，一個文學作品的歷史生命命命命是不可是不可是不可是不可想想想想像像像像的。的。的。的。只只只只有有有有通通通通過讀過讀過讀過讀者的者的者的者的傳傳傳傳遞遞遞遞過過過過程程程程，作品，作品，作品，作品才才才才能進能進能進能進入入入入一個連續性的一個連續性的一個連續性的一個連續性的經經經經驗驗驗驗視視視視野野野野。」有。」有。」有。」有讀讀讀讀者，作品者，作品者，作品者，作品才才才才能能能能獲獲獲獲得完得完得完得完整整整整的生的生的生的生命命命命；而；而；而；而只只只只有有有有藉藉藉藉著著著著一一一一代傳代傳代傳代傳遞遞遞遞一一一一代代代代的的的的讀讀讀讀者，作品者，作品者，作品者，作品才才才才能能能能獲獲獲獲得得得得生生生生命命命命的的的的傳傳傳傳承承承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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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視視視視界融界融界融界融合合合合」（」（」（」（Die Horizontver-schmelzung），），），），即即即即「「「「視視視視域域域域融融融融合合合合」，是」，是」，是」，是迦迦迦迦達達達達默默默默爾爾爾爾在其《在其《在其《在其《真真真真理與方法》一理與方法》一理與方法》一理與方法》一書書書書中所中所中所中所推推推推出的一個解釋學概念。參見出的一個解釋學概念。參見出的一個解釋學概念。參見出的一個解釋學概念。參見王王王王岳川岳川岳川岳川：《現象學與解釋學文論》（：《現象學與解釋學文論》（：《現象學與解釋學文論》（：《現象學與解釋學文論》（濟濟濟濟南：南：南：南：山山山山東東東東教育教育教育教育出版社，出版社，出版社，出版社，2001 年年年年 2 刷）刷）刷）刷），，，，206-215 頁。或參見頁。或參見頁。或參見頁。或參見司司司司有有有有侖侖侖侖主主主主編：《編：《編：《編：《當代西當代西當代西當代西方方方方美美美美學學學學新範新範新範新範疇辭疇辭疇辭疇辭典》（典》（典》（典》（北京北京北京北京：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1996），），），），275 頁。又頁。又頁。又頁。又李李李李建建建建盛盛盛盛提及：「提及：「提及：「提及：「視視視視域域域域就就就就是一個人所能是一個人所能是一個人所能是一個人所能夠看夠看夠看夠看到到到到的範的範的範的範圍圍圍圍和和和和區域區域區域區域，，，，視視視視域域域域就是就是就是就是視視視視的範的範的範的範圍圍圍圍，它，它，它，它包括包括包括包括了了了了從從從從某某某某一特殊的有一特殊的有一特殊的有一特殊的有利利利利觀觀觀觀點點點點能能能能夠看夠看夠看夠看到到到到的一的一的一的一切切切切。這是人們理解。這是人們理解。這是人們理解。這是人們理解某某某某種東種東種東種東西西西西或或或或某某某某個文本個文本個文本個文本得得得得以進行的以進行的以進行的以進行的立立立立足足足足點點點點。」參見。」參見。」參見。」參見李李李李建建建建盛盛盛盛：《理解：《理解：《理解：《理解事事事事件件件件與文本意義與文本意義與文本意義與文本意義—文學文學文學文學詮詮詮詮釋學》（釋學》（釋學》（釋學》（上上上上海海海海：：：：上上上上海譯海譯海譯海譯文出版社，文出版社，文出版社，文出版社，2002），），），），187 頁。頁。頁。頁。
    



第 九 章第 九 章第 九 章第 九 章     古 文 變 體 產 生 的 原 因古 文 變 體 產 生 的 原 因古 文 變 體 產 生 的 原 因古 文 變 體 產 生 的 原 因         

    {{{{P A G E   P A G E   P A G E   P A G E   }}}}    

以 變 異 的 作 家 可 說 是以 變 異 的 作 家 可 說 是以 變 異 的 作 家 可 說 是以 變 異 的 作 家 可 說 是 原原原原 有 文 學 規 範 作 品 的 「有 文 學 規 範 作 品 的 「有 文 學 規 範 作 品 的 「有 文 學 規 範 作 品 的 「 超超超超 級級級級 讀 者 」讀 者 」讀 者 」讀 者 」

（（（（supperreadersupperreadersupperreadersupperreader））））
54

。 如 果 古 文 作 家 能 思 慮 到。 如 果 古 文 作 家 能 思 慮 到。 如 果 古 文 作 家 能 思 慮 到。 如 果 古 文 作 家 能 思 慮 到原原原原有 文 體 規 範 的 不有 文 體 規 範 的 不有 文 體 規 範 的 不有 文 體 規 範 的 不足足足足，，，，

並並並並參參參參考 融 合 其考 融 合 其考 融 合 其考 融 合 其他他他他文 體 規 範文 體 規 範文 體 規 範文 體 規 範加加加加以 變 異 ， 以 使 作 品 呈 現以 變 異 ， 以 使 作 品 呈 現以 變 異 ， 以 使 作 品 呈 現以 變 異 ， 以 使 作 品 呈 現最佳最佳最佳最佳的的的的審美審美審美審美趣趣趣趣

味 ， 這 方 是味 ， 這 方 是味 ， 這 方 是味 ， 這 方 是掌掌掌掌握 到 古 文 作 品握 到 古 文 作 品握 到 古 文 作 品握 到 古 文 作 品真真真真正 的 文 學 意正 的 文 學 意正 的 文 學 意正 的 文 學 意義義義義，，，，他他他他也 就 是 前也 就 是 前也 就 是 前也 就 是 前人人人人古 典古 典古 典古 典散散散散

文 作 品 的「文 作 品 的「文 作 品 的「文 作 品 的「超超超超級級級級讀 者 」了。正 是 這 樣 的「讀 者 」了。正 是 這 樣 的「讀 者 」了。正 是 這 樣 的「讀 者 」了。正 是 這 樣 的「超超超超級級級級讀 者 」，使讀 者 」，使讀 者 」，使讀 者 」，使得得得得古 文 變 體古 文 變 體古 文 變 體古 文 變 體

有 了 產 生 的有 了 產 生 的有 了 產 生 的有 了 產 生 的條條條條件 。件 。件 。件 。     

    

貳、貳、貳、貳、以以以以作品當代及後世讀者作品當代及後世讀者作品當代及後世讀者作品當代及後世讀者而論而論而論而論  

一一一一般般般般而 言 ，而 言 ，而 言 ，而 言 ，與與與與作 品 同 時作 品 同 時作 品 同 時作 品 同 時代代代代的 讀 者 對的 讀 者 對的 讀 者 對的 讀 者 對 古 文 變 體古 文 變 體古 文 變 體古 文 變 體 的 產 生 會的 產 生 會的 產 生 會的 產 生 會擁擁擁擁有 兩 種有 兩 種有 兩 種有 兩 種

功功功功用用用用， 一 是 指 出 及， 一 是 指 出 及， 一 是 指 出 及， 一 是 指 出 及承認承認承認承認「「「「 古 文 變 體古 文 變 體古 文 變 體古 文 變 體 」 的 出 現」 的 出 現」 的 出 現」 的 出 現；二；二；二；二是 對是 對是 對是 對 古 文 變 體古 文 變 體古 文 變 體古 文 變 體 的的的的普普普普

及 性及 性及 性及 性推推推推波助瀾波助瀾波助瀾波助瀾。 前 已。 前 已。 前 已。 前 已提提提提及 ， 能 創 作 變 異 文 體 的 作 家 ，及 ， 能 創 作 變 異 文 體 的 作 家 ，及 ， 能 創 作 變 異 文 體 的 作 家 ，及 ， 能 創 作 變 異 文 體 的 作 家 ，除除除除了了了了須須須須具具具具備備備備與與與與

眾眾眾眾不 同 的 個 性不 同 的 個 性不 同 的 個 性不 同 的 個 性外外外外，，，，還還還還要 有要 有要 有要 有獨獨獨獨到 的到 的到 的到 的審美審美審美審美眼光眼光眼光眼光、 文 體 自、 文 體 自、 文 體 自、 文 體 自覺覺覺覺意意意意識識識識和和和和 嘗 試嘗 試嘗 試嘗 試冒冒冒冒

險險險險的的的的勇氣勇氣勇氣勇氣。。。。除除除除了了了了需需需需有 這 樣 的 作 家有 這 樣 的 作 家有 這 樣 的 作 家有 這 樣 的 作 家外外外外，，，，與與與與作 品 同 一 時作 品 同 一 時作 品 同 一 時作 品 同 一 時代代代代的 讀 者 對的 讀 者 對的 讀 者 對的 讀 者 對 古 文古 文古 文古 文

變 體變 體變 體變 體 的 產 生 也 有的 產 生 也 有的 產 生 也 有的 產 生 也 有很很很很大 的大 的大 的大 的影響影響影響影響， 因 為 一 來 ， 如 有 許 多 讀 者 對， 因 為 一 來 ， 如 有 許 多 讀 者 對， 因 為 一 來 ， 如 有 許 多 讀 者 對， 因 為 一 來 ， 如 有 許 多 讀 者 對該該該該作 品 的作 品 的作 品 的作 品 的

規 範 大 表規 範 大 表規 範 大 表規 範 大 表贊贊贊贊同 的同 的同 的同 的話話話話， 將 會， 將 會， 將 會， 將 會鼓勵鼓勵鼓勵鼓勵該該該該作 家作 家作 家作 家持持持持續續續續的 創 作 此 一的 創 作 此 一的 創 作 此 一的 創 作 此 一 古 文 變 體古 文 變 體古 文 變 體古 文 變 體；二；二；二；二

                                                                                                                                                                                                                                                                                                                                                                                                                                                                                                                                        本論文本論文本論文本論文藉藉藉藉此概念，是此概念，是此概念，是此概念，是指指指指藉藉藉藉由文體的變由文體的變由文體的變由文體的變異異異異，，，，身身身身為作為作為作為作家家家家的的的的讀讀讀讀者者者者將將將將自自自自己己己己對前對前對前對前代代代代文人文本的文人文本的文人文本的文人文本的觀觀觀觀點點點點作一作一作一作一融融融融合合合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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韓 愈 之 古 文 變 體 研 究韓 愈 之 古 文 變 體 研 究韓 愈 之 古 文 變 體 研 究韓 愈 之 古 文 變 體 研 究         

    {{{{P A G E   P A G E   P A G E   P A G E   }}}}    

來 ， 如 果 這 些 讀 者 中 也 有來 ， 如 果 這 些 讀 者 中 也 有來 ， 如 果 這 些 讀 者 中 也 有來 ， 如 果 這 些 讀 者 中 也 有人模人模人模人模仿仿仿仿創 作創 作創 作創 作該該該該體 古 文 ， 那 麼 此體 古 文 ， 那 麼 此體 古 文 ， 那 麼 此體 古 文 ， 那 麼 此 古 文 變 體古 文 變 體古 文 變 體古 文 變 體 便便便便

能能能能獲獲獲獲得得得得大 力 的大 力 的大 力 的大 力 的支支支支撐撐撐撐與與與與持持持持續續續續。 只 不 過 在 創 作 的 當 時 ， 這 些。 只 不 過 在 創 作 的 當 時 ， 這 些。 只 不 過 在 創 作 的 當 時 ， 這 些。 只 不 過 在 創 作 的 當 時 ， 這 些人人人人並 非 有 對並 非 有 對並 非 有 對並 非 有 對

「 變 體 」 這「 變 體 」 這「 變 體 」 這「 變 體 」 這觀念觀念觀念觀念有 了有 了有 了有 了清晰清晰清晰清晰的的的的認識認識認識認識，，，，畢畢畢畢竟竟竟竟這 種 變 體這 種 變 體這 種 變 體這 種 變 體觀念觀念觀念觀念是 在 後是 在 後是 在 後是 在 後人人人人歸 類歸 類歸 類歸 類

大 量 古 文 作 品 後 ，大 量 古 文 作 品 後 ，大 量 古 文 作 品 後 ，大 量 古 文 作 品 後 ，才得才得才得才得出 的出 的出 的出 的概概概概念念念念， 具 有 後 設 之 性 質， 具 有 後 設 之 性 質， 具 有 後 設 之 性 質， 具 有 後 設 之 性 質 。。。。     

在 作 品在 作 品在 作 品在 作 品與與與與後後後後世世世世讀 者 的 關讀 者 的 關讀 者 的 關讀 者 的 關係係係係上 ， 和 「上 ， 和 「上 ， 和 「上 ， 和 「 古 文 變 體古 文 變 體古 文 變 體古 文 變 體 」 的 產 生 便 有」 的 產 生 便 有」 的 產 生 便 有」 的 產 生 便 有清楚清楚清楚清楚

的的的的例例例例子子子子。。。。譬譬譬譬如 古 文如 古 文如 古 文如 古 文選選選選本 的本 的本 的本 的推推推推動 者動 者動 者動 者明代明代明代明代的的的的茅坤茅坤茅坤茅坤、、、、吳訥吳訥吳訥吳訥、、、、徐徐徐徐師師師師曾等人曾等人曾等人曾等人，，，，

他他他他們 的 作們 的 作們 的 作們 的 作法法法法便 是便 是便 是便 是直接進入直接進入直接進入直接進入文 本 的文 本 的文 本 的文 本 的揭揭揭揭示示示示中，對 文 本 重 新中，對 文 本 重 新中，對 文 本 重 新中，對 文 本 重 新加加加加以 解 讀，以 解 讀，以 解 讀，以 解 讀，
55

這這這這

種 解 讀 活 動 不 但 頗 為 積種 解 讀 活 動 不 但 頗 為 積種 解 讀 活 動 不 但 頗 為 積種 解 讀 活 動 不 但 頗 為 積極極極極， 而 且 具 有 建 設 性 。， 而 且 具 有 建 設 性 。， 而 且 具 有 建 設 性 。， 而 且 具 有 建 設 性 。他他他他們 不 但們 不 但們 不 但們 不 但選選選選文 ， 而 且文 ， 而 且文 ， 而 且文 ， 而 且

進進進進一 步一 步一 步一 步加加加加以 評以 評以 評以 評點點點點。 評。 評。 評。 評點點點點是 前是 前是 前是 前人閱人閱人閱人閱讀 文 章 後 的讀 文 章 後 的讀 文 章 後 的讀 文 章 後 的智慧智慧智慧智慧結結結結晶晶晶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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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 這 種 古而 這 種 古而 這 種 古而 這 種 古

文文文文選選選選家 對 作 品 的「 評家 對 作 品 的「 評家 對 作 品 的「 評家 對 作 品 的「 評點點點點」，」，」，」，甚至甚至甚至甚至是 對 文 學 作 品 的是 對 文 學 作 品 的是 對 文 學 作 品 的是 對 文 學 作 品 的再再再再創 造 了，因 為 它 由創 造 了，因 為 它 由創 造 了，因 為 它 由創 造 了，因 為 它 由

讀 者 個讀 者 個讀 者 個讀 者 個人人人人的 主的 主的 主的 主觀立觀立觀立觀立足足足足點點點點出 發 ， 以 自出 發 ， 以 自出 發 ， 以 自出 發 ， 以 自己己己己的 前的 前的 前的 前理理理理解 為解 為解 為解 為基礎基礎基礎基礎， 就 作 品 上 下， 就 作 品 上 下， 就 作 品 上 下， 就 作 品 上 下

文 意文 意文 意文 意加加加加以以以以領領領領會 ，會 ，會 ，會 ，甚至進甚至進甚至進甚至進而 質而 質而 質而 質疑疑疑疑文 體 既 定 的 規 範 ， 而 重 建 出 新 的 意文 體 既 定 的 規 範 ， 而 重 建 出 新 的 意文 體 既 定 的 規 範 ， 而 重 建 出 新 的 意文 體 既 定 的 規 範 ， 而 重 建 出 新 的 意義義義義

結 構 。 這 一 種 讀 者 重 新 建 構 古 文 新 意結 構 。 這 一 種 讀 者 重 新 建 構 古 文 新 意結 構 。 這 一 種 讀 者 重 新 建 構 古 文 新 意結 構 。 這 一 種 讀 者 重 新 建 構 古 文 新 意義義義義的 過 程 中 ，的 過 程 中 ，的 過 程 中 ，的 過 程 中 ，雖雖雖雖然 是 將 中 心然 是 將 中 心然 是 將 中 心然 是 將 中 心焦焦焦焦

點點點點集集集集中 到 作 品 本 身 ， 但 也 不中 到 作 品 本 身 ， 但 也 不中 到 作 品 本 身 ， 但 也 不中 到 作 品 本 身 ， 但 也 不忽略忽略忽略忽略作 品 的 文 體 規 範 ，作 品 的 文 體 規 範 ，作 品 的 文 體 規 範 ，作 品 的 文 體 規 範 ，甚至甚至甚至甚至能 指 出能 指 出能 指 出能 指 出該該該該作作作作

品 文 體 上 異 於 前品 文 體 上 異 於 前品 文 體 上 異 於 前品 文 體 上 異 於 前代代代代之之之之處處處處， 也 就 是 「 變 體 」 的， 也 就 是 「 變 體 」 的， 也 就 是 「 變 體 」 的， 也 就 是 「 變 體 」 的觀點觀點觀點觀點， 使 讀 者 活 動 產 生， 使 讀 者 活 動 產 生， 使 讀 者 活 動 產 生， 使 讀 者 活 動 產 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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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 具 體 的 建 構 意了 具 體 的 建 構 意了 具 體 的 建 構 意了 具 體 的 建 構 意義義義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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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古 文 變 體古 文 變 體古 文 變 體古 文 變 體 」 多 是 由 後」 多 是 由 後」 多 是 由 後」 多 是 由 後世世世世讀 者 來讀 者 來讀 者 來讀 者 來認認認認定 的 ，定 的 ，定 的 ，定 的 ，尤尤尤尤其 是 從其 是 從其 是 從其 是 從事事事事於於於於選擇選擇選擇選擇自自自自

認認認認為為為為優秀優秀優秀優秀古 文 作 品 的古 文 作 品 的古 文 作 品 的古 文 作 品 的選選選選家 ， 而家 ， 而家 ， 而家 ， 而他他他他們 的 作們 的 作們 的 作們 的 作法常法常法常法常是是是是採採採採用選用選用選用選本 評本 評本 評本 評點點點點的 方的 方的 方的 方

式 。 換 言 之 ， 作 家 並 非 是 為 創 作式 。 換 言 之 ， 作 家 並 非 是 為 創 作式 。 換 言 之 ， 作 家 並 非 是 為 創 作式 。 換 言 之 ， 作 家 並 非 是 為 創 作 古 文 變 體古 文 變 體古 文 變 體古 文 變 體 而 寫 作而 寫 作而 寫 作而 寫 作 ， 但 在 後， 但 在 後， 但 在 後， 但 在 後世選世選世選世選家 的家 的家 的家 的

評評評評斷斷斷斷中 ， 作 家中 ， 作 家中 ， 作 家中 ， 作 家卻卻卻卻的 確 是 創 作 出 古 文 變 體 之 作的 確 是 創 作 出 古 文 變 體 之 作的 確 是 創 作 出 古 文 變 體 之 作的 確 是 創 作 出 古 文 變 體 之 作 。 在 這 些。 在 這 些。 在 這 些。 在 這 些選選選選本 中 ， 我 們本 中 ， 我 們本 中 ， 我 們本 中 ， 我 們

可 以 發 現可 以 發 現可 以 發 現可 以 發 現選選選選家 其 實 大 多家 其 實 大 多家 其 實 大 多家 其 實 大 多贊贊贊贊成成成成 古 文 變 體古 文 變 體古 文 變 體古 文 變 體 的的的的存存存存在 。 因 為 文在 。 因 為 文在 。 因 為 文在 。 因 為 文 學 的學 的學 的學 的閱閱閱閱讀 和 欣讀 和 欣讀 和 欣讀 和 欣

賞 並 不 在 文 體 規 範 上 ， 而 是 作 品 如 何 以賞 並 不 在 文 體 規 範 上 ， 而 是 作 品 如 何 以賞 並 不 在 文 體 規 範 上 ， 而 是 作 品 如 何 以賞 並 不 在 文 體 規 範 上 ， 而 是 作 品 如 何 以最最最最妥善妥善妥善妥善的 形 式 來的 形 式 來的 形 式 來的 形 式 來處理處理處理處理內內內內容容容容，，，，

進進進進而 感 動 讀 者 。 因 此 ， 若 文 體 有 了 變 異 ， 則 其而 感 動 讀 者 。 因 此 ， 若 文 體 有 了 變 異 ， 則 其而 感 動 讀 者 。 因 此 ， 若 文 體 有 了 變 異 ， 則 其而 感 動 讀 者 。 因 此 ， 若 文 體 有 了 變 異 ， 則 其功功功功能 之 一能 之 一能 之 一能 之 一應應應應可 能 是 為可 能 是 為可 能 是 為可 能 是 為

使 某 類 文 體 的 生使 某 類 文 體 的 生使 某 類 文 體 的 生使 某 類 文 體 的 生命繼續延續命繼續延續命繼續延續命繼續延續。 正 是。 正 是。 正 是。 正 是基基基基於 這 種 體於 這 種 體於 這 種 體於 這 種 體認認認認，，，，選選選選家 們 在家 們 在家 們 在家 們 在仍受仍受仍受仍受傳傳傳傳

統 文 體 規 範 的 束統 文 體 規 範 的 束統 文 體 規 範 的 束統 文 體 規 範 的 束縛縛縛縛下 ，下 ，下 ，下 ，雖雖雖雖然然然然選選選選了 不了 不了 不了 不少少少少古 文 變 體古 文 變 體古 文 變 體古 文 變 體 的 作 品 ，的 作 品 ，的 作 品 ，的 作 品 ，卻卻卻卻多多多多未未未未加加加加以以以以

特 別特 別特 別特 別處理處理處理處理。。。。     

以 「 現以 「 現以 「 現以 「 現代代代代」 來 看 ， 讀 者 顯 然 是 使」 來 看 ， 讀 者 顯 然 是 使」 來 看 ， 讀 者 顯 然 是 使」 來 看 ， 讀 者 顯 然 是 使用用用用「「「「選擇選擇選擇選擇」 和 「」 和 「」 和 「」 和 「消消消消費費費費」 來 表 達」 來 表 達」 來 表 達」 來 表 達

自自自自己己己己對 作 品 的 意對 作 品 的 意對 作 品 的 意對 作 品 的 意見見見見；；；；而 這 樣 的 方 式而 這 樣 的 方 式而 這 樣 的 方 式而 這 樣 的 方 式卻卻卻卻具 有 強 大 力 量 ， 而 且 其 力 量具 有 強 大 力 量 ， 而 且 其 力 量具 有 強 大 力 量 ， 而 且 其 力 量具 有 強 大 力 量 ， 而 且 其 力 量甚甚甚甚

至至至至凌駕凌駕凌駕凌駕於 批 評 家 和於 批 評 家 和於 批 評 家 和於 批 評 家 和理理理理論 家 之 上 。論 家 之 上 。論 家 之 上 。論 家 之 上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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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 們 可 以 試 想我 們 可 以 試 想我 們 可 以 試 想我 們 可 以 試 想：：：：讀 者 想 讀 的 是讀 者 想 讀 的 是讀 者 想 讀 的 是讀 者 想 讀 的 是怎怎怎怎

樣 的 文 學 作 品 ？ 如 果 只 是樣 的 文 學 作 品 ？ 如 果 只 是樣 的 文 學 作 品 ？ 如 果 只 是樣 的 文 學 作 品 ？ 如 果 只 是忠忠忠忠實 的 記實 的 記實 的 記實 的 記錄錄錄錄，，，，豈豈豈豈不 將不 將不 將不 將與與與與電電電電影影影影中 的中 的中 的中 的紀紀紀紀錄錄錄錄影影影影片片片片

相 同 ？ 而 這 種 作 品 對 讀 者 而 言 ，相 同 ？ 而 這 種 作 品 對 讀 者 而 言 ，相 同 ？ 而 這 種 作 品 對 讀 者 而 言 ，相 同 ？ 而 這 種 作 品 對 讀 者 而 言 ， 又又又又豈豈豈豈有 吸 引 力有 吸 引 力有 吸 引 力有 吸 引 力！！！！以 記 體 的 古 文 來以 記 體 的 古 文 來以 記 體 的 古 文 來以 記 體 的 古 文 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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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同同同同上註上註上註上註，，，，88 頁，對於頁，對於頁，對於頁，對於選選選選家家家家評評評評點點點點對於文類交溶的解對於文類交溶的解對於文類交溶的解對於文類交溶的解讀讀讀讀，游志誠提，游志誠提，游志誠提，游志誠提到到到到：「那是一種：「那是一種：「那是一種：「那是一種閱閱閱閱讀讀讀讀意意意意識識識識之之之之介介介介入入入入，就，就，就，就上上上上下文意之下文意之下文意之下文意之領領領領會會會會，，，，質質質質疑疑疑疑文類既定之成規，因而重建意義結構。在此建構文類既定之成規，因而重建意義結構。在此建構文類既定之成規，因而重建意義結構。在此建構文類既定之成規，因而重建意義結構。在此建構過過過過程程程程中，中，中，中，閱閱閱閱讀讀讀讀者的中者的中者的中者的中心心心心焦點焦點焦點焦點全部全部全部全部集集集集中於作品本中於作品本中於作品本中於作品本身身身身，然而並不，然而並不，然而並不，然而並不茫茫茫茫然然然然迷惑迷惑迷惑迷惑於形式或體類，大於形式或體類，大於形式或體類，大於形式或體類，大膽膽膽膽質質質質疑疑疑疑，，，，小小小小心求證心求證心求證心求證，，，，居居居居然能自正文內在之意義然能自正文內在之意義然能自正文內在之意義然能自正文內在之意義庫庫庫庫探掘探掘探掘探掘潛潛潛潛藏藏藏藏於正文（作品本於正文（作品本於正文（作品本於正文（作品本身身身身）之）之）之）之互互互互為反論為反論為反論為反論意義。」意義。」意義。」意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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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李李李建建建建盛盛盛盛說：「就說：「就說：「就說：「就讀讀讀讀者對文學作品的者對文學作品的者對文學作品的者對文學作品的閱閱閱閱讀讀讀讀來來來來說，說，說，說，讀讀讀讀者對於作品的者對於作品的者對於作品的者對於作品的閱閱閱閱讀讀讀讀雖雖雖雖然並不然並不然並不然並不像像像像批評批評批評批評家家家家和理論和理論和理論和理論家家家家那那那那樣把樣把樣把樣把自自自自己己己己對文學的理解用語言表達出對文學的理解用語言表達出對文學的理解用語言表達出對文學的理解用語言表達出來來來來，，，，但但但但是其是其是其是其閱閱閱閱讀過讀過讀過讀過程程程程同同同同樣樣樣樣是一種語言理是一種語言理是一種語言理是一種語言理解的意義交解的意義交解的意義交解的意義交往往往往和和和和實實實實現現現現過過過過程程程程。」參見。」參見。」參見。」參見李李李李建建建建盛盛盛盛：《理解：《理解：《理解：《理解事事事事件件件件與文本意義與文本意義與文本意義與文本意義—文學文學文學文學詮詮詮詮釋學》（釋學》（釋學》（釋學》（上上上上海海海海：：：：上上上上海譯海譯海譯海譯文出版社，文出版社，文出版社，文出版社，2002），），），），59 頁。以現頁。以現頁。以現頁。以現代代代代的的的的讀讀讀讀者而言，以者而言，以者而言，以者而言，以消費消費消費消費為為為為力量力量力量力量，可以，可以，可以，可以主觀主觀主觀主觀的見的見的見的見證證證證反反反反映映映映出文學作品的出文學作品的出文學作品的出文學作品的吸吸吸吸引引引引力力力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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說 ， 如 果 它 只 是 一說 ， 如 果 它 只 是 一說 ， 如 果 它 只 是 一說 ， 如 果 它 只 是 一篇篇篇篇瑣碎瑣碎瑣碎瑣碎的的的的紀紀紀紀錄錄錄錄， 又 如 何 能 引 起 讀 者， 又 如 何 能 引 起 讀 者， 又 如 何 能 引 起 讀 者， 又 如 何 能 引 起 讀 者閱閱閱閱讀 的 興讀 的 興讀 的 興讀 的 興趣趣趣趣？？？？

讀 者讀 者讀 者讀 者希望希望希望希望的 是的 是的 是的 是透透透透過 文 學 作 品 ，過 文 學 作 品 ，過 文 學 作 品 ，過 文 學 作 品 ，進入進入進入進入到 一 個 被到 一 個 被到 一 個 被到 一 個 被豐富豐富豐富豐富、、、、加加加加深深深深、、、、昇昇昇昇華華華華和和和和淨淨淨淨

化 的 藝 術化 的 藝 術化 的 藝 術化 的 藝 術世世世世界界界界中中中中去去去去。 這 個 藝 術。 這 個 藝 術。 這 個 藝 術。 這 個 藝 術世世世世界界界界是 作 家 創 造 出 來 的 ， 是 具 有是 作 家 創 造 出 來 的 ， 是 具 有是 作 家 創 造 出 來 的 ， 是 具 有是 作 家 創 造 出 來 的 ， 是 具 有該該該該作作作作

家家家家獨獨獨獨特 的特 的特 的特 的審美審美審美審美效效效效應應應應和 特和 特和 特和 特殊殊殊殊的的的的格格格格調 、調 、調 、調 、神神神神韻韻韻韻和和和和風致風致風致風致的 成 品 。 在 現的 成 品 。 在 現的 成 品 。 在 現的 成 品 。 在 現代代代代， 文， 文， 文， 文

學 作 品 的學 作 品 的學 作 品 的學 作 品 的閱閱閱閱讀 可 以 說 是 一 種讀 可 以 說 是 一 種讀 可 以 說 是 一 種讀 可 以 說 是 一 種市場市場市場市場消消消消費費費費行行行行為 ， 作 家 是 生 產 者 ， 而 讀 者為 ， 作 家 是 生 產 者 ， 而 讀 者為 ， 作 家 是 生 產 者 ， 而 讀 者為 ， 作 家 是 生 產 者 ， 而 讀 者

則 是則 是則 是則 是消消消消費費費費者 。 生 產 者 固 然 重 要 ，者 。 生 產 者 固 然 重 要 ，者 。 生 產 者 固 然 重 要 ，者 。 生 產 者 固 然 重 要 ，卻卻卻卻必必必必須須須須注 意注 意注 意注 意消消消消費費費費者 的者 的者 的者 的需需需需求求求求。 讀 者 藉。 讀 者 藉。 讀 者 藉。 讀 者 藉

著閱著閱著閱著閱讀 的讀 的讀 的讀 的消消消消費費費費行行行行為 來為 來為 來為 來反應他反應他反應他反應他們 對 作 品 的們 對 作 品 的們 對 作 品 的們 對 作 品 的喜喜喜喜好好好好程 度程 度程 度程 度與審美與審美與審美與審美趣趣趣趣味 ， 因味 ， 因味 ， 因味 ， 因

此 ， 我 們 也 就 可 以 從此 ， 我 們 也 就 可 以 從此 ， 我 們 也 就 可 以 從此 ， 我 們 也 就 可 以 從 古 文 變 體古 文 變 體古 文 變 體古 文 變 體 的的的的存存存存在在在在與與與與受受受受到 注 意 ，到 注 意 ，到 注 意 ，到 注 意 ，推推推推知 這 種 文 體 的知 這 種 文 體 的知 這 種 文 體 的知 這 種 文 體 的

變 異變 異變 異變 異應應應應是是是是受受受受到 讀 者 肯 定 的到 讀 者 肯 定 的到 讀 者 肯 定 的到 讀 者 肯 定 的 結 果 。結 果 。結 果 。結 果 。     

歷歷歷歷代代代代古 文 何 其古 文 何 其古 文 何 其古 文 何 其眾眾眾眾多 ， 只 有 被多 ， 只 有 被多 ， 只 有 被多 ， 只 有 被認認認認為 是為 是為 是為 是傑傑傑傑出 的 作 品出 的 作 品出 的 作 品出 的 作 品才才才才可 能 被可 能 被可 能 被可 能 被保存保存保存保存下下下下

來 ， 也 是 這 樣 的來 ， 也 是 這 樣 的來 ， 也 是 這 樣 的來 ， 也 是 這 樣 的原原原原因 ， 如 果 讀 者 不因 ， 如 果 讀 者 不因 ， 如 果 讀 者 不因 ， 如 果 讀 者 不認認認認為 某 些為 某 些為 某 些為 某 些 古 文 變 體古 文 變 體古 文 變 體古 文 變 體 的的的的篇篇篇篇章 為章 為章 為章 為傑傑傑傑出出出出

的 作 品 ， 那 麼 那 些的 作 品 ， 那 麼 那 些的 作 品 ， 那 麼 那 些的 作 品 ， 那 麼 那 些 古 文 變 體古 文 變 體古 文 變 體古 文 變 體 也 將 不 會也 將 不 會也 將 不 會也 將 不 會存存存存在 ， 而在 ， 而在 ， 而在 ， 而消失消失消失消失於於於於茫茫茫茫茫茫茫茫的 歷 史的 歷 史的 歷 史的 歷 史洪洪洪洪

流流流流中 。中 。中 。中 。事事事事實 上 ，實 上 ，實 上 ，實 上 ，通常通常通常通常作 家 只 會 在 創 作 許 多作 家 只 會 在 創 作 許 多作 家 只 會 在 創 作 許 多作 家 只 會 在 創 作 許 多普遍流行普遍流行普遍流行普遍流行的 文 體 作 品 後 ，的 文 體 作 品 後 ，的 文 體 作 品 後 ，的 文 體 作 品 後 ，

才才才才創 作 出創 作 出創 作 出創 作 出少少少少數 的數 的數 的數 的 古 文 變 體古 文 變 體古 文 變 體古 文 變 體 。 而 這 些。 而 這 些。 而 這 些。 而 這 些 古 文 變 體古 文 變 體古 文 變 體古 文 變 體 之 所 以 能之 所 以 能之 所 以 能之 所 以 能流流流流傳 下 來 的傳 下 來 的傳 下 來 的傳 下 來 的原原原原

因 ，因 ，因 ，因 ，除除除除創 作創 作創 作創 作傑傑傑傑出出出出外外外外， 必， 必， 必， 必含含含含有 具 「 新 變 」 特 色 之 可 能 。 只 是 ， 一有 具 「 新 變 」 特 色 之 可 能 。 只 是 ， 一有 具 「 新 變 」 特 色 之 可 能 。 只 是 ， 一有 具 「 新 變 」 特 色 之 可 能 。 只 是 ， 一般般般般說說說說

來 ， 多 數 的 讀 者 並 不 瞭 解 ，來 ， 多 數 的 讀 者 並 不 瞭 解 ，來 ， 多 數 的 讀 者 並 不 瞭 解 ，來 ， 多 數 的 讀 者 並 不 瞭 解 ，甚至接甚至接甚至接甚至接受受受受、、、、鼓勵鼓勵鼓勵鼓勵這 種這 種這 種這 種狀狀狀狀況 。況 。況 。況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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讀 者 這 樣讀 者 這 樣讀 者 這 樣讀 者 這 樣

的 「的 「的 「的 「漠漠漠漠視視視視或或或或拒斥拒斥拒斥拒斥」 的」 的」 的」 的態態態態度 ， 的 確度 ， 的 確度 ， 的 確度 ， 的 確影響影響影響影響作 家 對作 家 對作 家 對作 家 對 古 文 變 體古 文 變 體古 文 變 體古 文 變 體 的 創 作 ， 以 及的 創 作 ， 以 及的 創 作 ， 以 及的 創 作 ， 以 及

古 文 變 體古 文 變 體古 文 變 體古 文 變 體 的的的的存存存存在在在在與流與流與流與流傳。不 過，「傳。不 過，「傳。不 過，「傳。不 過，「喜喜喜喜新新新新好好好好奇奇奇奇」的 心」的 心」的 心」的 心理理理理，是，是，是，是普遍存普遍存普遍存普遍存在 於在 於在 於在 於

讀 者 和 批 評 家 心 中 的讀 者 和 批 評 家 心 中 的讀 者 和 批 評 家 心 中 的讀 者 和 批 評 家 心 中 的基基基基本 特 質 ， 因 此 ， 作 家本 特 質 ， 因 此 ， 作 家本 特 質 ， 因 此 ， 作 家本 特 質 ， 因 此 ， 作 家偶偶偶偶而 在 舊 規 範 下 ， 創 出而 在 舊 規 範 下 ， 創 出而 在 舊 規 範 下 ， 創 出而 在 舊 規 範 下 ， 創 出

新 品 ， 乃 是 必 然新 品 ， 乃 是 必 然新 品 ， 乃 是 必 然新 品 ， 乃 是 必 然事事事事實 。 換 言 之 ， 文 體 的 規 範 乃 是 在 一 種 既 被實 。 換 言 之 ， 文 體 的 規 範 乃 是 在 一 種 既 被實 。 換 言 之 ， 文 體 的 規 範 乃 是 在 一 種 既 被實 。 換 言 之 ， 文 體 的 規 範 乃 是 在 一 種 既 被遵遵遵遵循 、循 、循 、循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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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劉路劉路劉路劉路、、、、朱玲朱玲朱玲朱玲提提提提到到到到：「：「：「：「讀讀讀讀者總是者總是者總是者總是希望希望希望希望有有有有令令令令人人人人耳耳耳耳目目目目一新的文學出現的，一新的文學出現的，一新的文學出現的，一新的文學出現的，但但但但由於由於由於由於他他他他們們們們缺乏缺乏缺乏缺乏更更更更深深深深層層層層的文學自的文學自的文學自的文學自覺覺覺覺，，，，往往受往往受往往受往往受到到到到藝術藝術藝術藝術傳統傳統傳統傳統與與與與藝術慣藝術慣藝術慣藝術慣例強例強例強例強大大大大惰惰惰惰性的性的性的性的拘拘拘拘囿，以既成的文體囿，以既成的文體囿，以既成的文體囿，以既成的文體樣樣樣樣式式式式去去去去審視審視審視審視新的文體創造，對那新的文體創造，對那新的文體創造，對那新的文體創造，對那些些些些較較較較新新新新異異異異的破體之作或的破體之作或的破體之作或的破體之作或漠漠漠漠視視視視或或或或拒斥拒斥拒斥拒斥，，，，從從從從某某某某種種種種程程程程度度度度上上上上阻礙阻礙阻礙阻礙了文體了文體了文體了文體的的的的推推推推陳陳陳陳出新。」參見出新。」參見出新。」參見出新。」參見劉路劉路劉路劉路、、、、朱玲朱玲朱玲朱玲：〈關於破體為文〉（《：〈關於破體為文〉（《：〈關於破體為文〉（《：〈關於破體為文〉（《陝陝陝陝西西西西師師師師範大學學範大學學範大學學範大學學報報報報（（（（哲哲哲哲學社學社學社學社會科會科會科會科學版）》，學版）》，學版）》，學版）》，1998 年年年年 6 月月月月第第第第 27 卷第卷第卷第卷第 2 期），期），期），期），117 頁。頁。頁。頁。 



第 九 章第 九 章第 九 章第 九 章     古 文 變 體 產 生 的 原 因古 文 變 體 產 生 的 原 因古 文 變 體 產 生 的 原 因古 文 變 體 產 生 的 原 因         

    {{{{P A G E   P A G E   P A G E   P A G E   }}}}    

又 被又 被又 被又 被突突突突破 的 過 程 生 生 不破 的 過 程 生 生 不破 的 過 程 生 生 不破 的 過 程 生 生 不息息息息的 。的 。的 。的 。     

由 上 述由 上 述由 上 述由 上 述討討討討論 ， 我 們 可 以論 ， 我 們 可 以論 ， 我 們 可 以論 ， 我 們 可 以做做做做出出出出二點二點二點二點結 論結 論結 論結 論：：：：     

一 、一 、一 、一 、     古 文 作 家 在古 文 作 家 在古 文 作 家 在古 文 作 家 在閱閱閱閱讀 大 量 的 前讀 大 量 的 前讀 大 量 的 前讀 大 量 的 前人人人人古 文 作 品 時 ， 也 許 對 其 所 呈 現 的古 文 作 品 時 ， 也 許 對 其 所 呈 現 的古 文 作 品 時 ， 也 許 對 其 所 呈 現 的古 文 作 品 時 ， 也 許 對 其 所 呈 現 的

文 體 規 範 有 所 意文 體 規 範 有 所 意文 體 規 範 有 所 意文 體 規 範 有 所 意見見見見，而 其 所 以 對 文 體，而 其 所 以 對 文 體，而 其 所 以 對 文 體，而 其 所 以 對 文 體做做做做出 變 異，也出 變 異，也出 變 異，也出 變 異，也等等等等於 對 之 前於 對 之 前於 對 之 前於 對 之 前

的 古 文 作 品 文 體 規 範的 古 文 作 品 文 體 規 範的 古 文 作 品 文 體 規 範的 古 文 作 品 文 體 規 範提提提提出 具 體 的 意出 具 體 的 意出 具 體 的 意出 具 體 的 意見見見見；；；；亦 可 說 是 以 讀 者 身亦 可 說 是 以 讀 者 身亦 可 說 是 以 讀 者 身亦 可 說 是 以 讀 者 身分分分分重重重重

新 變 異 了 一 種 文 體 的 體 類 規 範，新 變 異 了 一 種 文 體 的 體 類 規 範，新 變 異 了 一 種 文 體 的 體 類 規 範，新 變 異 了 一 種 文 體 的 體 類 規 範，等等等等於於於於超越超越超越超越了 前了 前了 前了 前人人人人的 創 作 規 範 創的 創 作 規 範 創的 創 作 規 範 創的 創 作 規 範 創

作 的 文 本 ， 是 具 體 對 前 文 本作 的 文 本 ， 是 具 體 對 前 文 本作 的 文 本 ， 是 具 體 對 前 文 本作 的 文 本 ， 是 具 體 對 前 文 本閱閱閱閱讀 重 建 的讀 重 建 的讀 重 建 的讀 重 建 的證證證證明明明明。。。。     

二二二二、、、、     作 品 同 時作 品 同 時作 品 同 時作 品 同 時代代代代的 讀 者 對的 讀 者 對的 讀 者 對的 讀 者 對 古 文 變 體古 文 變 體古 文 變 體古 文 變 體 的 產 生 會的 產 生 會的 產 生 會的 產 生 會擁擁擁擁有 兩 種有 兩 種有 兩 種有 兩 種功功功功用用用用，，，， 一 是一 是一 是一 是

指 出 及指 出 及指 出 及指 出 及承認承認承認承認「「「「 古 文 變 體古 文 變 體古 文 變 體古 文 變 體 」的 出 現」的 出 現」的 出 現」的 出 現；二；二；二；二是 對是 對是 對是 對 古 文 變 體古 文 變 體古 文 變 體古 文 變 體 的的的的普普普普及 性及 性及 性及 性推推推推

波助瀾波助瀾波助瀾波助瀾。而 在 古 文。而 在 古 文。而 在 古 文。而 在 古 文選選選選本 中，我 們 可 以 發 現本 中，我 們 可 以 發 現本 中，我 們 可 以 發 現本 中，我 們 可 以 發 現選選選選家 其 實 大 多家 其 實 大 多家 其 實 大 多家 其 實 大 多贊贊贊贊成成成成 古古古古

文 變 體文 變 體文 變 體文 變 體 的的的的存存存存在。因 為 文 學 的在。因 為 文 學 的在。因 為 文 學 的在。因 為 文 學 的閱閱閱閱讀 和 欣 賞 重讀 和 欣 賞 重讀 和 欣 賞 重讀 和 欣 賞 重點點點點是 作 品 如 何 以是 作 品 如 何 以是 作 品 如 何 以是 作 品 如 何 以最最最最妥妥妥妥

善善善善的 形 式 來的 形 式 來的 形 式 來的 形 式 來處理處理處理處理內內內內容容容容，，，，進進進進而 感 動 讀 者。因 此而 感 動 讀 者。因 此而 感 動 讀 者。因 此而 感 動 讀 者。因 此他他他他們 可 能 體們 可 能 體們 可 能 體們 可 能 體認認認認到 ，到 ，到 ，到 ，

若 文 體 有 了 變 異，則 其若 文 體 有 了 變 異，則 其若 文 體 有 了 變 異，則 其若 文 體 有 了 變 異，則 其功功功功能 之 一能 之 一能 之 一能 之 一應應應應可 能 是 為 使 某 類 文 體 的 生可 能 是 為 使 某 類 文 體 的 生可 能 是 為 使 某 類 文 體 的 生可 能 是 為 使 某 類 文 體 的 生命命命命

繼續延續繼續延續繼續延續繼續延續。。。。     

    

第四節第四節第四節第四節  韓愈韓愈韓愈韓愈古文古文古文古文變體變體變體變體產生之原因產生之原因產生之原因產生之原因  

根根根根據 前據 前據 前據 前面面面面從 文 體 、 作 家 及 讀 者從 文 體 、 作 家 及 讀 者從 文 體 、 作 家 及 讀 者從 文 體 、 作 家 及 讀 者三三三三因因因因素素素素，，，，討討討討論論論論 古 文 變 體古 文 變 體古 文 變 體古 文 變 體 產 生 的 可產 生 的 可產 生 的 可產 生 的 可

能能能能原原原原因 ， 我 們 瞭 解 文 體 變 異 乃 是 一 種 文 體 規 範因 ， 我 們 瞭 解 文 體 變 異 乃 是 一 種 文 體 規 範因 ， 我 們 瞭 解 文 體 變 異 乃 是 一 種 文 體 規 範因 ， 我 們 瞭 解 文 體 變 異 乃 是 一 種 文 體 規 範反反反反熟熟熟熟悉悉悉悉性性性性與反與反與反與反慣慣慣慣例例例例性性性性

之 結 果 ， 大之 結 果 ， 大之 結 果 ， 大之 結 果 ， 大抵抵抵抵是 藉是 藉是 藉是 藉著著著著大 家 對大 家 對大 家 對大 家 對陌陌陌陌生 的 規 範 產 生生 的 規 範 產 生生 的 規 範 產 生生 的 規 範 產 生審美審美審美審美趣趣趣趣味 之味 之味 之味 之故故故故。 然 而 ，。 然 而 ，。 然 而 ，。 然 而 ，

此此此此審美審美審美審美趣趣趣趣味 可 能 有 時味 可 能 有 時味 可 能 有 時味 可 能 有 時代代代代性性性性 ，，，，更更更更有 個有 個有 個有 個人人人人性 的 異 同 ，性 的 異 同 ，性 的 異 同 ，性 的 異 同 ，尤尤尤尤其 是 古 文 大 家其 是 古 文 大 家其 是 古 文 大 家其 是 古 文 大 家韓韓韓韓

愈愈愈愈，，，，他他他他是 藉是 藉是 藉是 藉著著著著古 文 在 作 「古 文 在 作 「古 文 在 作 「古 文 在 作 「復復復復古 」古 」古 」古 」與與與與「 創 新 」 的「 創 新 」 的「 創 新 」 的「 創 新 」 的努努努努力 。 作 家 在力 。 作 家 在力 。 作 家 在力 。 作 家 在面面面面對 文對 文對 文對 文

體 規 範 時 ，體 規 範 時 ，體 規 範 時 ，體 規 範 時 ，他他他他可 能 為 了可 能 為 了可 能 為 了可 能 為 了凸凸凸凸顯 自顯 自顯 自顯 自己己己己的 個 性 而 在 自 然 而 然 或的 個 性 而 在 自 然 而 然 或的 個 性 而 在 自 然 而 然 或的 個 性 而 在 自 然 而 然 或刻刻刻刻意 中 ， 對意 中 ， 對意 中 ， 對意 中 ， 對

該該該該文 體文 體文 體文 體做做做做出 若出 若出 若出 若干干干干程 度 的 改 變 。 任 何 作 品 都 是 作 家 在程 度 的 改 變 。 任 何 作 品 都 是 作 家 在程 度 的 改 變 。 任 何 作 品 都 是 作 家 在程 度 的 改 變 。 任 何 作 品 都 是 作 家 在各各各各種 不 同 考 量 下種 不 同 考 量 下種 不 同 考 量 下種 不 同 考 量 下

創 作 出 來 的 ， 我 們 讀 者 或 研 究 者 只 是 在創 作 出 來 的 ， 我 們 讀 者 或 研 究 者 只 是 在創 作 出 來 的 ， 我 們 讀 者 或 研 究 者 只 是 在創 作 出 來 的 ， 我 們 讀 者 或 研 究 者 只 是 在眾眾眾眾多 古 文 作 品 中 ， 研 究 其 中多 古 文 作 品 中 ， 研 究 其 中多 古 文 作 品 中 ， 研 究 其 中多 古 文 作 品 中 ， 研 究 其 中



韓 愈 之 古 文 變 體 研 究韓 愈 之 古 文 變 體 研 究韓 愈 之 古 文 變 體 研 究韓 愈 之 古 文 變 體 研 究         

    {{{{P A G E   P A G E   P A G E   P A G E   }}}}    

的 文 體 規 則 及 其 隱的 文 體 規 則 及 其 隱的 文 體 規 則 及 其 隱的 文 體 規 則 及 其 隱含含含含的 變 異 情 形 ，的 變 異 情 形 ，的 變 異 情 形 ，的 變 異 情 形 ，希希希希冀找冀找冀找冀找出 使 我 們 注 意 之出 使 我 們 注 意 之出 使 我 們 注 意 之出 使 我 們 注 意 之處處處處。。。。底底底底下下下下

且且且且根根根根據 前 文 對據 前 文 對據 前 文 對據 前 文 對 古 文 變 體古 文 變 體古 文 變 體古 文 變 體 產 生產 生產 生產 生原原原原因 的因 的因 的因 的討討討討論 ， 對論 ， 對論 ， 對論 ， 對韓愈韓愈韓愈韓愈古 文 變 體古 文 變 體古 文 變 體古 文 變 體 產 生產 生產 生產 生原原原原因因因因

作 一 系 統 的作 一 系 統 的作 一 系 統 的作 一 系 統 的分分分分析析析析和 研 究 。和 研 究 。和 研 究 。和 研 究 。     

唐代唐代唐代唐代古 文古 文古 文古 文運運運運動動動動最最最最主 要 的主 要 的主 要 的主 要 的領領領領導 者 當 然 是導 者 當 然 是導 者 當 然 是導 者 當 然 是韓愈韓愈韓愈韓愈， 然 而， 然 而， 然 而， 然 而韓愈韓愈韓愈韓愈所所所所提提提提倡倡倡倡的的的的

並 非 一 成 不 變 的並 非 一 成 不 變 的並 非 一 成 不 變 的並 非 一 成 不 變 的地模地模地模地模仿仿仿仿三代三代三代三代兩兩兩兩漢漢漢漢之 文，而 是之 文，而 是之 文，而 是之 文，而 是應應應應「「「「師師師師其 意 不其 意 不其 意 不其 意 不師師師師其其其其辭辭辭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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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 創 作的 創 作的 創 作的 創 作精神精神精神精神。 以 文 體 規 範 而 論 ，。 以 文 體 規 範 而 論 ，。 以 文 體 規 範 而 論 ，。 以 文 體 規 範 而 論 ，唐朝唐朝唐朝唐朝的 古 文 體 類的 古 文 體 類的 古 文 體 類的 古 文 體 類雖雖雖雖然 已 大然 已 大然 已 大然 已 大致齊致齊致齊致齊備備備備，，，，

但但但但卻卻卻卻非 所 有 文 體 規 範 在 其 時 已非 所 有 文 體 規 範 在 其 時 已非 所 有 文 體 規 範 在 其 時 已非 所 有 文 體 規 範 在 其 時 已全全全全然然然然完完完完備備備備固 定 。固 定 。固 定 。固 定 。韓愈韓愈韓愈韓愈所所所所處處處處的 時的 時的 時的 時代代代代，，，，承承承承

六朝六朝六朝六朝之 後 ， 文之 後 ， 文之 後 ， 文之 後 ， 文尚駢尚駢尚駢尚駢儷儷儷儷， 且， 且， 且， 且內內內內容容容容空空空空泛泛泛泛。 因 之。 因 之。 因 之。 因 之韓愈提韓愈提韓愈提韓愈提倡倡倡倡古 文 的 寫 作 ，古 文 的 寫 作 ，古 文 的 寫 作 ，古 文 的 寫 作 ，希希希希

望望望望能 重 新能 重 新能 重 新能 重 新喚喚喚喚回回回回三代三代三代三代兩兩兩兩漢漢漢漢的 文的 文的 文的 文風風風風。 但。 但。 但。 但韓韓韓韓氏氏氏氏這這這這項項項項主主主主張張張張背背背背後 ， 有 其後 ， 有 其後 ， 有 其後 ， 有 其真真真真正 的正 的正 的正 的

原原原原因 ， 就 是因 ， 就 是因 ， 就 是因 ， 就 是唐朝唐朝唐朝唐朝在在在在安安安安史 之史 之史 之史 之亂亂亂亂後 ，後 ，後 ，後 ，仍仍仍仍不不不不斷斷斷斷有有有有外外外外族族族族入入入入侵侵侵侵、、、、軍閥割軍閥割軍閥割軍閥割據 、據 、據 、據 、宦宦宦宦

官專權官專權官專權官專權的的的的危危危危機機機機。 因 此。 因 此。 因 此。 因 此繼繼繼繼位位位位之之之之君君君君主主主主曾曾曾曾在在在在銳銳銳銳意意意意革革革革新新新新政治政治政治政治下 ， 一 度 出 現 了下 ， 一 度 出 現 了下 ， 一 度 出 現 了下 ， 一 度 出 現 了

「 中 興 」 的「 中 興 」 的「 中 興 」 的「 中 興 」 的氣氣氣氣氛氛氛氛， 也， 也， 也， 也鼓舞鼓舞鼓舞鼓舞一 大 批 關 心一 大 批 關 心一 大 批 關 心一 大 批 關 心國國國國家家家家命命命命運運運運的 文的 文的 文的 文人人人人藉藉藉藉著著著著文 章 來文 章 來文 章 來文 章 來提提提提

出出出出政治政治政治政治上 的 建 言 ， 並上 的 建 言 ， 並上 的 建 言 ， 並上 的 建 言 ， 並尋求尋求尋求尋求革革革革新新新新社社社社會 的會 的會 的會 的良良良良方 。方 。方 。方 。韓愈即韓愈即韓愈即韓愈即在 此 種在 此 種在 此 種在 此 種氛氛氛氛圍圍圍圍中中中中提提提提

倡倡倡倡提提提提倡倡倡倡古 文 的 創 作 。 而古 文 的 創 作 。 而古 文 的 創 作 。 而古 文 的 創 作 。 而他他他他從 傳 統 文 化從 傳 統 文 化從 傳 統 文 化從 傳 統 文 化入入入入手手手手，，，，希望希望希望希望恢復堯舜禹湯恢復堯舜禹湯恢復堯舜禹湯恢復堯舜禹湯文文文文武武武武

周公孔周公孔周公孔周公孔孟孟孟孟的的的的道道道道統 ， 並統 ， 並統 ， 並統 ， 並壓壓壓壓制 當 時制 當 時制 當 時制 當 時普遍流行與普遍流行與普遍流行與普遍流行與儒儒儒儒家家家家宗旨宗旨宗旨宗旨相相相相違背違背違背違背的的的的佛教佛教佛教佛教，，，，

尤尤尤尤其其其其希望朝希望朝希望朝希望朝廷廷廷廷能能能能進進進進用用用用士士士士人人人人， 讓 有， 讓 有， 讓 有， 讓 有才才才才華華華華的的的的人人人人能 為能 為能 為能 為朝朝朝朝廷貢獻廷貢獻廷貢獻廷貢獻。 在 這 樣 的。 在 這 樣 的。 在 這 樣 的。 在 這 樣 的

時時時時代背景代背景代背景代背景下 ，下 ，下 ，下 ，他他他他技巧技巧技巧技巧地地地地將 自將 自將 自將 自己己己己的的的的見見見見解 以解 以解 以解 以議議議議論 方 式 融論 方 式 融論 方 式 融論 方 式 融入各入各入各入各種 體 裁 的 古種 體 裁 的 古種 體 裁 的 古種 體 裁 的 古

文 創 作 中 ， 而 形 成 特文 創 作 中 ， 而 形 成 特文 創 作 中 ， 而 形 成 特文 創 作 中 ， 而 形 成 特殊殊殊殊的 古 文的 古 文的 古 文的 古 文風格風格風格風格，，，， 而而而而韓愈韓愈韓愈韓愈這 種這 種這 種這 種獨獨獨獨特 的特 的特 的特 的審美審美審美審美趣趣趣趣味 的味 的味 的味 的

追求追求追求追求，也，也，也，也給予他給予他給予他給予他古 文 變 體古 文 變 體古 文 變 體古 文 變 體 出 現 的出 現 的出 現 的出 現 的契契契契機機機機。。。。如如如如韓愈韓愈韓愈韓愈為 了 在 當 時為 了 在 當 時為 了 在 當 時為 了 在 當 時復復復復興 古興 古興 古興 古道道道道、、、、

並 改並 改並 改並 改革革革革文文文文風風風風， 乃 藉， 乃 藉， 乃 藉， 乃 藉著書著書著書著書信信信信、 記 文 、 文、 記 文 、 文、 記 文 、 文、 記 文 、 文集集集集序等序等序等序等體 裁 ， 寫 下 大 量 的體 裁 ， 寫 下 大 量 的體 裁 ， 寫 下 大 量 的體 裁 ， 寫 下 大 量 的議議議議論論論論

文 章 ，文 章 ，文 章 ，文 章 ， 改 變 了改 變 了改 變 了改 變 了原原原原先 此 類 作 品 的先 此 類 作 品 的先 此 類 作 品 的先 此 類 作 品 的審美審美審美審美趣趣趣趣味 ， 也味 ， 也味 ， 也味 ， 也 改 變 了 這 些 體 裁改 變 了 這 些 體 裁改 變 了 這 些 體 裁改 變 了 這 些 體 裁原原原原有 的有 的有 的有 的

文 體 規 範 。文 體 規 範 。文 體 規 範 。文 體 規 範 。再再再再如 以如 以如 以如 以韓愈韓愈韓愈韓愈的 傳 記 文 章 為的 傳 記 文 章 為的 傳 記 文 章 為的 傳 記 文 章 為例例例例來 說來 說來 說來 說明明明明， 一， 一， 一， 一般般般般說 來 ，說 來 ，說 來 ，說 來 ，漢漢漢漢時 傳時 傳時 傳時 傳

記 文 的 的 寫 作 者 是 史記 文 的 的 寫 作 者 是 史記 文 的 的 寫 作 者 是 史記 文 的 的 寫 作 者 是 史官官官官， 但， 但， 但， 但隨著人隨著人隨著人隨著人口口口口的的的的增增增增多 ，多 ，多 ，多 ，社社社社會 的會 的會 的會 的複雜複雜複雜複雜， 有 些， 有 些， 有 些， 有 些人人人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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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唐‧唐‧唐‧唐‧韓愈：《韓愈：《韓愈：《韓愈：《朱朱朱朱文文文文公校公校公校公校昌昌昌昌黎黎黎黎先生文先生文先生文先生文集集集集》卷》卷》卷》卷十十十十八八八八〈〈〈〈答答答答劉劉劉劉正正正正夫夫夫夫書書書書〉（〉（〉（〉（四四四四部部部部叢刊初叢刊初叢刊初叢刊初編，編，編，編，集集集集部）。部）。部）。部）。 



第 九 章第 九 章第 九 章第 九 章     古 文 變 體 產 生 的 原 因古 文 變 體 產 生 的 原 因古 文 變 體 產 生 的 原 因古 文 變 體 產 生 的 原 因         

    {{{{P A G E   P A G E   P A G E   P A G E   }}}}    

也也也也開始需開始需開始需開始需要 作 家 為要 作 家 為要 作 家 為要 作 家 為他他他他作 傳 ， 因 而作 傳 ， 因 而作 傳 ， 因 而作 傳 ， 因 而 文文文文士士士士也 作也 作也 作也 作 傳傳傳傳 記記記記 。 而。 而。 而。 而韓愈韓愈韓愈韓愈變 體 傳 文變 體 傳 文變 體 傳 文變 體 傳 文更更更更

是 特是 特是 特是 特殊殊殊殊， 傳 主 為， 傳 主 為， 傳 主 為， 傳 主 為圬圬圬圬者者者者 、 為、 為、 為、 為毛毛毛毛筆筆筆筆， 而 其 實 這 樣 的 文 章 想 傳 達 的， 而 其 實 這 樣 的 文 章 想 傳 達 的， 而 其 實 這 樣 的 文 章 想 傳 達 的， 而 其 實 這 樣 的 文 章 想 傳 達 的寓寓寓寓意 並意 並意 並意 並

非 是 傳 主 生非 是 傳 主 生非 是 傳 主 生非 是 傳 主 生平平平平或 特或 特或 特或 特殊殊殊殊事事事事跡跡跡跡， 而 是， 而 是， 而 是， 而 是寄寓寄寓寄寓寄寓著韓愈著韓愈著韓愈著韓愈的 個的 個的 個的 個人人人人主主主主張張張張和 思 想 。 將和 思 想 。 將和 思 想 。 將和 思 想 。 將

古 文 變 異 文 體 規 範 只 是古 文 變 異 文 體 規 範 只 是古 文 變 異 文 體 規 範 只 是古 文 變 異 文 體 規 範 只 是韓愈韓愈韓愈韓愈的的的的工工工工具 之 一具 之 一具 之 一具 之 一 ，，，， 正正正正證證證證明韓愈明韓愈明韓愈明韓愈利利利利用用用用古 文古 文古 文古 文進行進行進行進行

傳傳傳傳道道道道的的的的工工工工作作作作 ， 這， 這， 這， 這寄託寄託寄託寄託著他著他著他著他對 古 文 特對 古 文 特對 古 文 特對 古 文 特殊殊殊殊審美審美審美審美趣趣趣趣味 的味 的味 的味 的追求追求追求追求。。。。 這 是這 是這 是這 是韓愈韓愈韓愈韓愈創創創創

作作作作 古 文 變 體古 文 變 體古 文 變 體古 文 變 體 相 當 重 要 的 時相 當 重 要 的 時相 當 重 要 的 時相 當 重 要 的 時代代代代性 因性 因性 因性 因素素素素。。。。     

韓愈韓愈韓愈韓愈正 是 前正 是 前正 是 前正 是 前人人人人作 品 的作 品 的作 品 的作 品 的超超超超級級級級讀 者 ，讀 者 ，讀 者 ，讀 者 ，他他他他本 身 對 前本 身 對 前本 身 對 前本 身 對 前人人人人作 品 的作 品 的作 品 的作 品 的閱閱閱閱讀 經讀 經讀 經讀 經驗驗驗驗

原原原原本本本本即即即即是 非是 非是 非是 非常常常常豐富豐富豐富豐富，，，，他他他他說 自說 自說 自說 自己己己己：：：：     

雖然，學之二十餘年矣。始者，非三代兩漢之書不敢觀，非雖然，學之二十餘年矣。始者，非三代兩漢之書不敢觀，非雖然，學之二十餘年矣。始者，非三代兩漢之書不敢觀，非雖然，學之二十餘年矣。始者，非三代兩漢之書不敢觀，非

聖人之志不敢存。……然後識古書之正僞，與雖正而不至焉聖人之志不敢存。……然後識古書之正僞，與雖正而不至焉聖人之志不敢存。……然後識古書之正僞，與雖正而不至焉聖人之志不敢存。……然後識古書之正僞，與雖正而不至焉

者，昭昭然白黒分矣。而務去之，乃徐有得也。當其取於心者，昭昭然白黒分矣。而務去之，乃徐有得也。當其取於心者，昭昭然白黒分矣。而務去之，乃徐有得也。當其取於心者，昭昭然白黒分矣。而務去之，乃徐有得也。當其取於心

而注於手也，汨汨然來矣。而注於手也，汨汨然來矣。而注於手也，汨汨然來矣。而注於手也，汨汨然來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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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他他他的 學 生 也 指 述的 學 生 也 指 述的 學 生 也 指 述的 學 生 也 指 述他：他：他：他：「「「「先生口不絶吟於六藝之文，手不停披於百家之先生口不絶吟於六藝之文，手不停披於百家之先生口不絶吟於六藝之文，手不停披於百家之先生口不絶吟於六藝之文，手不停披於百家之

編編編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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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 在 這 樣而 在 這 樣而 在 這 樣而 在 這 樣厚厚厚厚實 的實 的實 的實 的基礎基礎基礎基礎上 ，上 ，上 ，上 ，他卻他卻他卻他卻認識認識認識認識到 對 文 學到 對 文 學到 對 文 學到 對 文 學需需需需有 自有 自有 自有 自己己己己的 創的 創的 創的 創

意，意，意，意，才才才才可 能 寫 下可 能 寫 下可 能 寫 下可 能 寫 下好好好好文 章。文 章。文 章。文 章。他他他他說說說說：：：：「「「「惟陳言之務去惟陳言之務去惟陳言之務去惟陳言之務去」」」」（（（（〈〈〈〈答李翊答李翊答李翊答李翊書〉書〉書〉書〉））））、「、「、「、「若若若若

聖人之道不用文則巳，用則必尚其能者，能者非他，能自樹立，不聖人之道不用文則巳，用則必尚其能者，能者非他，能自樹立，不聖人之道不用文則巳，用則必尚其能者，能者非他，能自樹立，不聖人之道不用文則巳，用則必尚其能者，能者非他，能自樹立，不

因循者是也因循者是也因循者是也因循者是也。」。」。」。」
63

而 這 樣 的 結 果，而 這 樣 的 結 果，而 這 樣 的 結 果，而 這 樣 的 結 果，終終終終於 成 就 了於 成 就 了於 成 就 了於 成 就 了精彩精彩精彩精彩出 色出 色出 色出 色 的 古 文的 古 文的 古 文的 古 文 變 體 。變 體 。變 體 。變 體 。

樓鑰樓鑰樓鑰樓鑰說說說說：：：：     

唐唐唐唐三百年，文章三變而後定，以其歸于平也。而三百年，文章三變而後定，以其歸于平也。而三百年，文章三變而後定，以其歸于平也。而三百年，文章三變而後定，以其歸于平也。而柳子厚柳子厚柳子厚柳子厚之稱之稱之稱之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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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唐‧唐‧唐‧唐‧韓愈：《韓愈：《韓愈：《韓愈：《朱朱朱朱文文文文公校公校公校公校昌昌昌昌黎黎黎黎先生文先生文先生文先生文集集集集》卷》卷》卷》卷十六十六十六十六〈〈〈〈答答答答李李李李翊翊翊翊書書書書〉（〉（〉（〉（四四四四部部部部叢刊初叢刊初叢刊初叢刊初編，編，編，編，集集集集部）。部）。部）。部）。 

62
 同同同同上註上註上註上註，卷，卷，卷，卷十二十二十二十二〈進學解〉。〈進學解〉。〈進學解〉。〈進學解〉。 

63
 同同同同上註上註上註上註，卷，卷，卷，卷十十十十八八八八〈〈〈〈答答答答劉劉劉劉正正正正夫夫夫夫書書書書〉。〉。〉。〉。 



韓 愈 之 古 文 變 體 研 究韓 愈 之 古 文 變 體 研 究韓 愈 之 古 文 變 體 研 究韓 愈 之 古 文 變 體 研 究         

    {{{{P A G E   P A G E   P A G E   P A G E   }}}}    

韓文公，乃曰「文益奇」韓文公，乃曰「文益奇」韓文公，乃曰「文益奇」韓文公，乃曰「文益奇」。文公亦自謂。文公亦自謂。文公亦自謂。文公亦自謂「怪怪奇奇」「怪怪奇奇」「怪怪奇奇」「怪怪奇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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樓鑰樓鑰樓鑰樓鑰所 說所 說所 說所 說韓愈韓愈韓愈韓愈的「的「的「的「奇奇奇奇」，所 指 的 是 其 文 章 的 變 化，這 樣 的 變 化 並 不 多」，所 指 的 是 其 文 章 的 變 化，這 樣 的 變 化 並 不 多」，所 指 的 是 其 文 章 的 變 化，這 樣 的 變 化 並 不 多」，所 指 的 是 其 文 章 的 變 化，這 樣 的 變 化 並 不 多

見見見見，，，，否否否否則 也 不則 也 不則 也 不則 也 不足足足足稱稱稱稱之 為「之 為「之 為「之 為「奇奇奇奇」」」」。。。。如 同 前 文 所 言，如 同 前 文 所 言，如 同 前 文 所 言，如 同 前 文 所 言，古 文 變 體古 文 變 體古 文 變 體古 文 變 體 是「 有 中 生是「 有 中 生是「 有 中 生是「 有 中 生

變 」，而 非 變變 」，而 非 變變 」，而 非 變變 」，而 非 變得得得得「「「「四四四四不不不不像像像像」。」。」。」。近近近近人人人人史史史史小軍小軍小軍小軍也 說也 說也 說也 說：：：：「「「「韓愈韓愈韓愈韓愈這 種 不這 種 不這 種 不這 種 不願匍匐願匍匐願匍匐願匍匐在在在在

古古古古人人人人腳腳腳腳下，不下，不下，不下，不願願願願『『『『蹈襲蹈襲蹈襲蹈襲前前前前人人人人一 言 一一 言 一一 言 一一 言 一句句句句』』』』（（（（〈〈〈〈南南南南陽陽陽陽樊紹樊紹樊紹樊紹述述述述墓誌銘墓誌銘墓誌銘墓誌銘〉〉〉〉））））的的的的精精精精

神神神神，，，，給他給他給他給他的的的的散散散散文文文文語語語語言言言言帶帶帶帶來 了來 了來 了來 了革革革革命命命命性 的 變 化 ， 從 而性 的 變 化 ， 從 而性 的 變 化 ， 從 而性 的 變 化 ， 從 而促促促促使 了 新 文 體 的 產使 了 新 文 體 的 產使 了 新 文 體 的 產使 了 新 文 體 的 產

生 。 」生 。 」生 。 」生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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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 都 說這 都 說這 都 說這 都 說明韓愈獨明韓愈獨明韓愈獨明韓愈獨特 的 個 性 ， 非特 的 個 性 ， 非特 的 個 性 ， 非特 的 個 性 ， 非常符常符常符常符合 創 作合 創 作合 創 作合 創 作 古 文 變 體古 文 變 體古 文 變 體古 文 變 體 的 作 家的 作 家的 作 家的 作 家

條條條條件 。件 。件 。件 。     

韓愈韓愈韓愈韓愈在 古 文 創 作 上 的 這 種 表在 古 文 創 作 上 的 這 種 表在 古 文 創 作 上 的 這 種 表在 古 文 創 作 上 的 這 種 表 現 ，現 ，現 ，現 ，事事事事實 上實 上實 上實 上與他與他與他與他本 身 的 特 質 和本 身 的 特 質 和本 身 的 特 質 和本 身 的 特 質 和理理理理想想想想

有 相 當 大 的 關有 相 當 大 的 關有 相 當 大 的 關有 相 當 大 的 關係係係係，，，，他他他他在 創 作 上在 創 作 上在 創 作 上在 創 作 上希希希希冀冀冀冀能 成 一 家 新能 成 一 家 新能 成 一 家 新能 成 一 家 新語語語語， 舊， 舊， 舊， 舊唐書即唐書即唐書即唐書即說說說說：：：：     

故愈所為文，務反近體，杼意立言，自成一家新語。後學之故愈所為文，務反近體，杼意立言，自成一家新語。後學之故愈所為文，務反近體，杼意立言，自成一家新語。後學之故愈所為文，務反近體，杼意立言，自成一家新語。後學之

士，取為師法。當時作者甚衆，無以過之，故世稱韓文焉。士，取為師法。當時作者甚衆，無以過之，故世稱韓文焉。士，取為師法。當時作者甚衆，無以過之，故世稱韓文焉。士，取為師法。當時作者甚衆，無以過之，故世稱韓文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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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他他他一 方一 方一 方一 方面面面面沿沿沿沿用用用用已 經已 經已 經已 經存存存存在 的 古 文 舊 類 型 ， 同 時在 的 古 文 舊 類 型 ， 同 時在 的 古 文 舊 類 型 ， 同 時在 的 古 文 舊 類 型 ， 同 時加加加加上 自上 自上 自上 自己己己己獨獨獨獨特 的特 的特 的特 的審美理審美理審美理審美理

想 、想 、想 、想 、審美審美審美審美趣趣趣趣味味味味去去去去創 造 不 同 於 以創 造 不 同 於 以創 造 不 同 於 以創 造 不 同 於 以往往往往文 體 規 範 的 文 章 。 這 一文 體 規 範 的 文 章 。 這 一文 體 規 範 的 文 章 。 這 一文 體 規 範 的 文 章 。 這 一人人人人格格格格特 質 ，特 質 ，特 質 ，特 質 ，

也 可 以 由也 可 以 由也 可 以 由也 可 以 由他他他他力力力力排佛排佛排佛排佛老老老老的 作 為 看 出 。的 作 為 看 出 。的 作 為 看 出 。的 作 為 看 出 。事事事事實 上 ， 若 由實 上 ， 若 由實 上 ， 若 由實 上 ， 若 由更更更更為為為為細細細細密密密密的 角 度 來的 角 度 來的 角 度 來的 角 度 來

觀觀觀觀察察察察，，，，韓愈韓愈韓愈韓愈的 方的 方的 方的 方法法法法是 把 文 章 和是 把 文 章 和是 把 文 章 和是 把 文 章 和道道道道統 合 一，創 造 出 嶄 新 的 文 體。因 此 ，統 合 一，創 造 出 嶄 新 的 文 體。因 此 ，統 合 一，創 造 出 嶄 新 的 文 體。因 此 ，統 合 一，創 造 出 嶄 新 的 文 體。因 此 ，

兵兵兵兵界界界界勇勇勇勇才才才才認認認認為為為為韓愈韓愈韓愈韓愈文 章 特 色 為「文 章 特 色 為「文 章 特 色 為「文 章 特 色 為「內內內內容獨立容獨立容獨立容獨立自 主 」、「 形 式自 主 」、「 形 式自 主 」、「 形 式自 主 」、「 形 式翻翻翻翻新新新新求求求求變 」，變 」，變 」，變 」，

67
換 言 之 ，換 言 之 ，換 言 之 ，換 言 之 ，韓愈韓愈韓愈韓愈不不不不僅僅僅僅注注注注 意 到 要 寫意 到 要 寫意 到 要 寫意 到 要 寫什什什什麼 ， 也 注 意麼 ， 也 注 意麼 ， 也 注 意麼 ， 也 注 意怎怎怎怎麼 寫麼 寫麼 寫麼 寫；；；；也 就 是 不也 就 是 不也 就 是 不也 就 是 不僅僅僅僅

在在在在乎乎乎乎內內內內容容容容， 也 在， 也 在， 也 在， 也 在乎乎乎乎如 何如 何如 何如 何用用用用最最最最恰恰恰恰當 的 形 式 表 達 ， 而 以 此當 的 形 式 表 達 ， 而 以 此當 的 形 式 表 達 ， 而 以 此當 的 形 式 表 達 ， 而 以 此審美審美審美審美效 果 為效 果 為效 果 為效 果 為基基基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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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宋‧宋‧宋‧宋‧樓鑰樓鑰樓鑰樓鑰：《：《：《：《攻媿攻媿攻媿攻媿集集集集》卷》卷》卷》卷六十六六十六六十六六十六（（（（四庫四庫四庫四庫全全全全書書書書版，版，版，版，集集集集部，部，部，部，別集別集別集別集類）。類）。類）。類）。 

65
 史史史史小軍小軍小軍小軍：〈：〈：〈：〈復復復復古古古古思思思思潮潮潮潮與文體意與文體意與文體意與文體意識識識識—唐代唐代唐代唐代古文古文古文古文運運運運動動動動與明與明與明與明代七子代七子代七子代七子派派派派文學文學文學文學復復復復古古古古運運運運動動動動的文體學的文體學的文體學的文體學省察省察省察省察〉（《人文〉（《人文〉（《人文〉（《人文雜雜雜雜誌誌誌誌》，》，》，》，2002 年第年第年第年第 3 期），期），期），期），100 頁。頁。頁。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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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晉晉晉晉‧‧‧‧劉劉劉劉昫昫昫昫等撰等撰等撰等撰：《：《：《：《舊唐書舊唐書舊唐書舊唐書》卷一》卷一》卷一》卷一百六十百六十百六十百六十（（（（四庫四庫四庫四庫全全全全書書書書，史部，正史類）。，史部，正史類）。，史部，正史類）。，史部，正史類）。 

67
 兵界勇兵界勇兵界勇兵界勇：《韓文「：《韓文「：《韓文「：《韓文「載載載載道道道道」與「」與「」與「」與「去去去去陳陳陳陳言」之研言」之研言」之研言」之研究》（究》（究》（究》（台台台台灣灣灣灣大學大學大學大學碩碩碩碩士士士士論文，論文，論文，論文，1995），），），），135 頁。頁。頁。頁。 



第 九 章第 九 章第 九 章第 九 章     古 文 變 體 產 生 的 原 因古 文 變 體 產 生 的 原 因古 文 變 體 產 生 的 原 因古 文 變 體 產 生 的 原 因         

    {{{{P A G E   P A G E   P A G E   P A G E   }}}}    

礎礎礎礎， 便 形 成 了 不， 便 形 成 了 不， 便 形 成 了 不， 便 形 成 了 不去去去去考 慮 這 樣 的 寫 作 結 果 是考 慮 這 樣 的 寫 作 結 果 是考 慮 這 樣 的 寫 作 結 果 是考 慮 這 樣 的 寫 作 結 果 是否否否否合合合合乎原乎原乎原乎原來 文 體 規 範 的 作來 文 體 規 範 的 作來 文 體 規 範 的 作來 文 體 規 範 的 作

品 了 。 我 們 當 然 可 以 因 此 導 出品 了 。 我 們 當 然 可 以 因 此 導 出品 了 。 我 們 當 然 可 以 因 此 導 出品 了 。 我 們 當 然 可 以 因 此 導 出：韓愈：韓愈：韓愈：韓愈在 創 作 古 文 時 便在 創 作 古 文 時 便在 創 作 古 文 時 便在 創 作 古 文 時 便擁擁擁擁有 一有 一有 一有 一份份份份強強強強烈烈烈烈

文 體 自文 體 自文 體 自文 體 自覺覺覺覺意意意意識識識識於 心 中 的 。於 心 中 的 。於 心 中 的 。於 心 中 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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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 們 也 可 發 現我 們 也 可 發 現我 們 也 可 發 現我 們 也 可 發 現韓愈韓愈韓愈韓愈在在在在進行進行進行進行古 文 創 作 時 ，古 文 創 作 時 ，古 文 創 作 時 ，古 文 創 作 時 ，除除除除了 注 重 古 文 的 實了 注 重 古 文 的 實了 注 重 古 文 的 實了 注 重 古 文 的 實用用用用價價價價

值值值值外外外外， 也 對 古 文 的 文 學， 也 對 古 文 的 文 學， 也 對 古 文 的 文 學， 也 對 古 文 的 文 學美美美美感 多 了 一感 多 了 一感 多 了 一感 多 了 一份份份份關 注 ，關 注 ，關 注 ，關 注 ，他反他反他反他反對 那 種 「 下對 那 種 「 下對 那 種 「 下對 那 種 「 下筆筆筆筆令令令令人人人人

慚慚慚慚」 的 「」 的 「」 的 「」 的 「俗俗俗俗下 文 字 」，下 文 字 」，下 文 字 」，下 文 字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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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為 了為 了為 了為 了宣揚宣揚宣揚宣揚他他他他自自自自己己己己的 主的 主的 主的 主張張張張， 在 多 種 體 裁 的 古， 在 多 種 體 裁 的 古， 在 多 種 體 裁 的 古， 在 多 種 體 裁 的 古

文 創 作 中 都文 創 作 中 都文 創 作 中 都文 創 作 中 都加加加加入入入入了了了了議議議議論 之論 之論 之論 之美美美美感 ， 使 古 文 創 作感 ， 使 古 文 創 作感 ， 使 古 文 創 作感 ， 使 古 文 創 作即即即即使 是使 是使 是使 是屬屬屬屬於於於於較較較較乏乏乏乏味 的味 的味 的味 的敘敘敘敘

述 作 品 ， 都 一 樣 由 於述 作 品 ， 都 一 樣 由 於述 作 品 ， 都 一 樣 由 於述 作 品 ， 都 一 樣 由 於議議議議論論論論風風風風發 而發 而發 而發 而富富富富有 文 學 的 吸 引 力有 文 學 的 吸 引 力有 文 學 的 吸 引 力有 文 學 的 吸 引 力 ，，，，提提提提升升升升了 古 文 的了 古 文 的了 古 文 的了 古 文 的

文 學 性 ， 這 是 使文 學 性 ， 這 是 使文 學 性 ， 這 是 使文 學 性 ， 這 是 使 古 文 變 體古 文 變 體古 文 變 體古 文 變 體 能能能能獲獲獲獲得得得得後後後後世世世世讀 者 肯 定 的 重 要 因讀 者 肯 定 的 重 要 因讀 者 肯 定 的 重 要 因讀 者 肯 定 的 重 要 因素素素素，，，， 此 在 後此 在 後此 在 後此 在 後

文 的文 的文 的文 的韓愈韓愈韓愈韓愈古 文 變 體古 文 變 體古 文 變 體古 文 變 體 的 特 色 中 將的 特 色 中 將的 特 色 中 將的 特 色 中 將深入討深入討深入討深入討論 。論 。論 。論 。裴裴裴裴度 批 評度 批 評度 批 評度 批 評韓愈韓愈韓愈韓愈說說說說：：：：     

昌黎韓愈，昌黎韓愈，昌黎韓愈，昌黎韓愈，僕僕僕僕識之識之識之識之舊舊舊舊矣矣矣矣！！！！中心中心中心中心愛愛愛愛之，不之，不之，不之，不覺驚賞覺驚賞覺驚賞覺驚賞。然其人。然其人。然其人。然其人信信信信美美美美

材材材材也也也也！！！！近或近或近或近或聞諸儕類云聞諸儕類云聞諸儕類云聞諸儕類云：：：：恃恃恃恃其絶其絶其絶其絶足足足足，，，，往往奔放往往奔放往往奔放往往奔放，不以文立，不以文立，不以文立，不以文立制制制制，，，，

而以文為而以文為而以文為而以文為戲戲戲戲，可矣乎，可矣乎，可矣乎，可矣乎！！！！可矣乎可矣乎可矣乎可矣乎！！！！
70

    

裴裴裴裴度 此 言 正 說度 此 言 正 說度 此 言 正 說度 此 言 正 說明明明明了了了了韓愈韓愈韓愈韓愈創 作 變 異 於 正創 作 變 異 於 正創 作 變 異 於 正創 作 變 異 於 正常常常常文 體 規 範 之文 體 規 範 之文 體 規 範 之文 體 規 範 之外外外外， 是 作 家 對 文， 是 作 家 對 文， 是 作 家 對 文， 是 作 家 對 文

體 規 範 的 一 種體 規 範 的 一 種體 規 範 的 一 種體 規 範 的 一 種超越超越超越超越， 是 相 當 個， 是 相 當 個， 是 相 當 個， 是 相 當 個人人人人化 ， 個 別 化 的 ， 但 是 若 是 此 規 範 一化 ， 個 別 化 的 ， 但 是 若 是 此 規 範 一化 ， 個 別 化 的 ， 但 是 若 是 此 規 範 一化 ， 個 別 化 的 ， 但 是 若 是 此 規 範 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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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史史史史小軍小軍小軍小軍指指指指出：「大出：「大出：「大出：「大致致致致說說說說來來來來，以韓愈、，以韓愈、，以韓愈、，以韓愈、柳宗元柳宗元柳宗元柳宗元為為為為代代代代表的表的表的表的唐代唐代唐代唐代古文古文古文古文運運運運動動動動的的的的主主主主將將將將們文體意們文體意們文體意們文體意識識識識相對相對相對相對較較較較弱弱弱弱，它們重，它們重，它們重，它們重視視視視學學學學習習習習典範的文體，典範的文體，典範的文體，典範的文體，但更但更但更但更重重重重視視視視開開開開創新文體。」參見史創新文體。」參見史創新文體。」參見史創新文體。」參見史小軍小軍小軍小軍：〈：〈：〈：〈復復復復古古古古思思思思潮潮潮潮與文體意與文體意與文體意與文體意識識識識—唐代唐代唐代唐代古文古文古文古文運運運運動動動動與明與明與明與明代七子代七子代七子代七子派派派派文學文學文學文學復復復復古古古古運運運運動動動動的文體學的文體學的文體學的文體學省察省察省察省察〉（《人文〉（《人文〉（《人文〉（《人文雜雜雜雜誌誌誌誌》，》，》，》，2002 年第年第年第年第 3 期），期），期），期），98 頁。這頁。這頁。這頁。這裡裡裡裡所所所所指指指指的「文體意的「文體意的「文體意的「文體意識識識識」」」」應應應應是是是是指指指指「文體的規範意「文體的規範意「文體的規範意「文體的規範意識識識識」而」而」而」而言。言。言。言。譬譬譬譬如韓愈說：「如韓愈說：「如韓愈說：「如韓愈說：「師師師師其意而不其意而不其意而不其意而不師師師師其其其其辭辭辭辭」、「」、「」、「」、「務務務務去去去去陳陳陳陳言」、「文言」、「文言」、「文言」、「文從字從字從字從字順順順順」」」」等等等等，，，，他他他他比較比較比較比較不重不重不重不重視視視視具體的寫作具體的寫作具體的寫作具體的寫作技巧技巧技巧技巧。同。同。同。同上上上上，，，，100 頁，史頁，史頁，史頁，史小軍小軍小軍小軍認為韓愈：「以『認為韓愈：「以『認為韓愈：「以『認為韓愈：「以『奇奇奇奇』為』為』為』為主主主主的的的的詩詩詩詩風和文風風和文風風和文風風和文風，正，正，正，正是韓愈在文體意是韓愈在文體意是韓愈在文體意是韓愈在文體意識上識上識上識上漠漠漠漠視視視視成規、成規、成規、成規、求求求求新出新出新出新出奇奇奇奇的外在反的外在反的外在反的外在反映映映映。」。」。」。」 

69
 唐‧唐‧唐‧唐‧韓愈：〈與韓愈：〈與韓愈：〈與韓愈：〈與馮宿馮宿馮宿馮宿論文論文論文論文書書書書〉：「〉：「〉：「〉：「時時應時時應時時應時時應事事事事作作作作俗俗俗俗下文下文下文下文字字字字，下，下，下，下筆筆筆筆令令令令人人人人慙慙慙慙，及示人，，及示人，，及示人，，及示人，則則則則人以人以人以人以爲爲爲爲好好好好矣矣矣矣。」。」。」。」唐唐唐唐‧‧‧‧韓愈：《韓愈：《韓愈：《韓愈：《朱朱朱朱文文文文公校公校公校公校昌昌昌昌黎黎黎黎先生文先生文先生文先生文集集集集》卷》卷》卷》卷十七十七十七十七（（（（四四四四部部部部叢刊初叢刊初叢刊初叢刊初編，編，編，編，集集集集部）。部）。部）。部）。 

70
 宋‧宋‧宋‧宋‧姚鉉姚鉉姚鉉姚鉉編：《編：《編：《編：《唐唐唐唐文文文文粹粹粹粹》卷》卷》卷》卷八八八八十四十四十四十四，，，，裴裴裴裴度度度度〈〈〈〈寄寄寄寄李李李李翱翱翱翱書書書書〉（〉（〉（〉（四庫四庫四庫四庫全全全全書書書書，，，，集集集集部，總部，總部，總部，總集集集集類）。類）。類）。類）。 



韓 愈 之 古 文 變 體 研 究韓 愈 之 古 文 變 體 研 究韓 愈 之 古 文 變 體 研 究韓 愈 之 古 文 變 體 研 究         

    {{{{P A G E   P A G E   P A G E   P A G E   }}}}    

旦旦旦旦具 有 文 學具 有 文 學具 有 文 學具 有 文 學美美美美感 ， 有感 ， 有感 ， 有感 ， 有足足足足夠夠夠夠的 文 學 吸 引 力 ， 就 能的 文 學 吸 引 力 ， 就 能的 文 學 吸 引 力 ， 就 能的 文 學 吸 引 力 ， 就 能得得得得到 大 家 的到 大 家 的到 大 家 的到 大 家 的認認認認同同同同與與與與習習習習

作作作作；；；；而「 以 文 為而「 以 文 為而「 以 文 為而「 以 文 為戲戲戲戲」，也 正 是 一 種 將 文 學」，也 正 是 一 種 將 文 學」，也 正 是 一 種 將 文 學」，也 正 是 一 種 將 文 學帶帶帶帶入入入入純純純純文 學 的 方 式。文 學 的 方 式。文 學 的 方 式。文 學 的 方 式。裴裴裴裴度 言度 言度 言度 言

韓愈韓愈韓愈韓愈「 以 文 為「 以 文 為「 以 文 為「 以 文 為戲戲戲戲」，」，」，」，似似似似有有有有貶貶貶貶意 ， 但 如 以 現意 ， 但 如 以 現意 ， 但 如 以 現意 ， 但 如 以 現代觀點代觀點代觀點代觀點而 言 ，「而 言 ，「而 言 ，「而 言 ，「遊遊遊遊戲戲戲戲」 的 創」 的 創」 的 創」 的 創

作作作作態態態態度 正 是度 正 是度 正 是度 正 是最最最最能能能能激激激激發 創 造 力 的 ， 也 正 是發 創 造 力 的 ， 也 正 是發 創 造 力 的 ， 也 正 是發 創 造 力 的 ， 也 正 是脫離脫離脫離脫離功功功功利利利利化 、化 、化 、化 、目目目目的 化 的的 化 的的 化 的的 化 的純純純純藝藝藝藝

術 創 作術 創 作術 創 作術 創 作態態態態度，能 創 作 出度，能 創 作 出度，能 創 作 出度，能 創 作 出絕絕絕絕佳佳佳佳的 藝 術 作 品的 藝 術 作 品的 藝 術 作 品的 藝 術 作 品；；；；其 所 言 之「 不 以 文其 所 言 之「 不 以 文其 所 言 之「 不 以 文其 所 言 之「 不 以 文立立立立制 」，制 」，制 」，制 」，

表表表表明韓愈反明韓愈反明韓愈反明韓愈反對 規 範 的 束對 規 範 的 束對 規 範 的 束對 規 範 的 束縛縛縛縛性 ， 也 因 而 會 有性 ， 也 因 而 會 有性 ， 也 因 而 會 有性 ， 也 因 而 會 有 古 文 變 體古 文 變 體古 文 變 體古 文 變 體 的 產 生 。的 產 生 。的 產 生 。的 產 生 。     

錢穆錢穆錢穆錢穆認認認認為為為為：：：：「「「「韓韓韓韓柳柳柳柳之 於 文，其 意 亦 主 於之 於 文，其 意 亦 主 於之 於 文，其 意 亦 主 於之 於 文，其 意 亦 主 於復復復復古，其 實古，其 實古，其 實古，其 實績績績績所所所所至至至至，亦 同，亦 同，亦 同，亦 同

為為為為開開開開新 ， 而 其新 ， 而 其新 ， 而 其新 ， 而 其理理理理則 頗則 頗則 頗則 頗難難難難曉曉曉曉。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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韓愈韓愈韓愈韓愈本 為本 為本 為本 為復復復復古 而古 而古 而古 而提提提提倡倡倡倡古 文 ， 但 由 於古 文 ， 但 由 於古 文 ， 但 由 於古 文 ， 但 由 於

他他他他所所所所倡倡倡倡導 的 古 文 已 是 新 體 古 文 ， 並 不 同 於導 的 古 文 已 是 新 體 古 文 ， 並 不 同 於導 的 古 文 已 是 新 體 古 文 ， 並 不 同 於導 的 古 文 已 是 新 體 古 文 ， 並 不 同 於三代三代三代三代兩兩兩兩漢漢漢漢之 文 ， 由 於 那之 文 ， 由 於 那之 文 ， 由 於 那之 文 ， 由 於 那份份份份

「「「「開開開開新 」，古 文新 」，古 文新 」，古 文新 」，古 文運運運運動動動動才才才才能 成能 成能 成能 成功功功功。。。。再再再再者，也 由 於者，也 由 於者，也 由 於者，也 由 於韓愈韓愈韓愈韓愈的 這的 這的 這的 這份份份份古 文 成 就 ，古 文 成 就 ，古 文 成 就 ，古 文 成 就 ，

所 以 後所 以 後所 以 後所 以 後世世世世古 文古 文古 文古 文選選選選本本本本收收收收錄錄錄錄甚甚甚甚多多多多韓愈韓愈韓愈韓愈的 作 品 ， 使的 作 品 ， 使的 作 品 ， 使的 作 品 ， 使閱閱閱閱讀 及 研 究讀 及 研 究讀 及 研 究讀 及 研 究韓愈韓愈韓愈韓愈古 文 作古 文 作古 文 作古 文 作

品 的品 的品 的品 的 讀 者讀 者讀 者讀 者眾眾眾眾多 ， 也多 ， 也多 ， 也多 ， 也才容才容才容才容易易易易關 注 到關 注 到關 注 到關 注 到韓愈韓愈韓愈韓愈的 文 體 變 異 情 形 ，的 文 體 變 異 情 形 ，的 文 體 變 異 情 形 ，的 文 體 變 異 情 形 ， 並 欣 賞 到並 欣 賞 到並 欣 賞 到並 欣 賞 到韓韓韓韓

氏氏氏氏古 文 變 體古 文 變 體古 文 變 體古 文 變 體 作 品作 品作 品作 品與眾與眾與眾與眾不 同 ， 或 說 是 「不 同 ， 或 說 是 「不 同 ， 或 說 是 「不 同 ， 或 說 是 「陌陌陌陌生 化 」 的生 化 」 的生 化 」 的生 化 」 的審美審美審美審美趣趣趣趣味 ，味 ，味 ，味 ，進進進進而 產而 產而 產而 產

生 研 究生 研 究生 研 究生 研 究韓愈韓愈韓愈韓愈古 文 變 體古 文 變 體古 文 變 體古 文 變 體 的的的的契契契契機機機機。。。。     

由 上 述由 上 述由 上 述由 上 述討討討討論，我 們 可 以論，我 們 可 以論，我 們 可 以論，我 們 可 以得得得得到到到到韓愈韓愈韓愈韓愈古 文 變 體古 文 變 體古 文 變 體古 文 變 體 產 生產 生產 生產 生原原原原因 的因 的因 的因 的幾點幾點幾點幾點結 論結 論結 論結 論：：：：    

一 、一 、一 、一 、     在 文 體 規 範 方在 文 體 規 範 方在 文 體 規 範 方在 文 體 規 範 方面面面面，，，，唐朝唐朝唐朝唐朝的 古 文 體 類的 古 文 體 類的 古 文 體 類的 古 文 體 類雖雖雖雖然 已 大然 已 大然 已 大然 已 大致齊致齊致齊致齊備備備備， 但， 但， 但， 但卻卻卻卻非非非非

所 有 文 體 規 範 在 其 時 已所 有 文 體 規 範 在 其 時 已所 有 文 體 規 範 在 其 時 已所 有 文 體 規 範 在 其 時 已全全全全然然然然完完完完備備備備固 定，固 定，固 定，固 定，給予給予給予給予文 體 變 異 產 生 的 空文 體 變 異 產 生 的 空文 體 變 異 產 生 的 空文 體 變 異 產 生 的 空

間間間間。。。。     

二二二二、、、、    韓愈韓愈韓愈韓愈因 為因 為因 為因 為處處處處在 動在 動在 動在 動盪盪盪盪的 中的 中的 中的 中唐唐唐唐時 期，時 期，時 期，時 期，希望希望希望希望藉 古 文 發藉 古 文 發藉 古 文 發藉 古 文 發揚揚揚揚自自自自己己己己的的的的見見見見解 ，解 ，解 ，解 ，

技巧技巧技巧技巧地地地地以以以以議議議議論 方 式 融論 方 式 融論 方 式 融論 方 式 融入各入各入各入各種 體 裁 的 古 文 創 作 中，種 體 裁 的 古 文 創 作 中，種 體 裁 的 古 文 創 作 中，種 體 裁 的 古 文 創 作 中，這這這這寄託寄託寄託寄託著他著他著他著他對對對對

古 文 特古 文 特古 文 特古 文 特殊殊殊殊審美審美審美審美趣趣趣趣味 的味 的味 的味 的追求追求追求追求，，，，給予他給予他給予他給予他古 文 變 體古 文 變 體古 文 變 體古 文 變 體 出 現 的出 現 的出 現 的出 現 的條條條條件 因件 因件 因件 因素素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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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 而 改 變 了因 而 改 變 了因 而 改 變 了因 而 改 變 了原原原原先 一 些 古 文 體 類 的先 一 些 古 文 體 類 的先 一 些 古 文 體 類 的先 一 些 古 文 體 類 的審美審美審美審美趣趣趣趣味味味味 。。。。     

三三三三、、、、     韓愈韓愈韓愈韓愈不不不不媚媚媚媚於於於於俗俗俗俗的 個 性 ， 及 對 前的 個 性 ， 及 對 前的 個 性 ， 及 對 前的 個 性 ， 及 對 前人人人人作 品作 品作 品作 品豐富豐富豐富豐富的的的的閱閱閱閱讀 經讀 經讀 經讀 經驗驗驗驗， 和 本， 和 本， 和 本， 和 本

身身身身高高高高度 的 文 學 自度 的 文 學 自度 的 文 學 自度 的 文 學 自覺覺覺覺意意意意識識識識， 以 及 對 文 章， 以 及 對 文 章， 以 及 對 文 章， 以 及 對 文 章純純純純藝 術 化 的藝 術 化 的藝 術 化 的藝 術 化 的審美審美審美審美趣趣趣趣味 要味 要味 要味 要

求求求求， 都 是 其， 都 是 其， 都 是 其， 都 是 其 古 文 變 體古 文 變 體古 文 變 體古 文 變 體 出 現 的出 現 的出 現 的出 現 的原原原原因 。因 。因 。因 。     

四四四四、、、、     由 於由 於由 於由 於韓愈韓愈韓愈韓愈的 古 文 成 就 ， 所 以 後的 古 文 成 就 ， 所 以 後的 古 文 成 就 ， 所 以 後的 古 文 成 就 ， 所 以 後世世世世古 文古 文古 文古 文選選選選本本本本收收收收錄錄錄錄甚甚甚甚多多多多韓愈韓愈韓愈韓愈的 作的 作的 作的 作

品，使品，使品，使品，使閱閱閱閱讀 及 研 究讀 及 研 究讀 及 研 究讀 及 研 究韓愈韓愈韓愈韓愈古 文 作 品 的 讀 者古 文 作 品 的 讀 者古 文 作 品 的 讀 者古 文 作 品 的 讀 者眾眾眾眾多，多，多，多，容容容容易易易易關 注 到關 注 到關 注 到關 注 到韓愈韓愈韓愈韓愈

的 文 體 變 異 情 形，的 文 體 變 異 情 形，的 文 體 變 異 情 形，的 文 體 變 異 情 形，並 欣 賞 到並 欣 賞 到並 欣 賞 到並 欣 賞 到韓韓韓韓氏氏氏氏古 文 變 體古 文 變 體古 文 變 體古 文 變 體 作 品作 品作 品作 品與眾與眾與眾與眾不 同，或 說不 同，或 說不 同，或 說不 同，或 說

是「是「是「是「陌陌陌陌生 化 」的生 化 」的生 化 」的生 化 」的審美審美審美審美趣趣趣趣味，味，味，味，進進進進而 產 生 研 究而 產 生 研 究而 產 生 研 究而 產 生 研 究韓愈韓愈韓愈韓愈古 文 變 體古 文 變 體古 文 變 體古 文 變 體 的的的的契契契契機機機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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